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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协会于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 爱克街

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１

工人们！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４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

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

史无前例的。１８５０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

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５０％，这个国家里

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财政大臣曾

用下面这样的声明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

１８６３年已经增加“到４４３９５５０００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

刚过去的１８４８年时代的贸易周转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

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

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

而挣扎的……人的生活！”２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

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排挤，在南部正逐渐被羊群所排挤；可

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

了。他没有重复上层贵族分子在突然发作的恐怖情绪下刚刚脱口

说出的话。当“勒杀犯”３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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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

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１８６３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４中揭露出

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

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

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郎卡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

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

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

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

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２８０００喱碳素和１３３０喱氮素，才

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

发生饥饿病的限界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

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①

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

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

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５内。这位医

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

子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②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

粮还坏，其中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

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

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

６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德文版加有：“每年”。——编者注

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

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

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白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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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

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

的…… 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

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末，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

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

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

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

各个部分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正是在英

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

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

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１８６４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

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

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

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

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

形地喊道：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从

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八年内，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２０％！事

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

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６

７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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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想知道，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

人陶醉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工人阶级在怎样的引起健康损

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的条件下造成的，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

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

吧！７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１８６３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

书”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

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

是不可避免的”，“斯泰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

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８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房工人的申诉”９

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

作说明的奇怪声明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据这个声明所

说：当郎卡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

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

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

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１８６４年７月２０日

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

计，每年收入在５万英镑以及５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１８６２年４

月５日到１８６３年４月５日的一年中增加了１３人，即从６７人增加

到８０人。从同一个报告中又可以看到，大约有３０００人每年共收入

２５００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

入还要大。翻开１８６１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

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１８５１年的１６９３４人，减少

８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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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６１年的１５０６６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

１１％。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

地继续下去，那末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

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属于六个所

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

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①。请

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 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

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彼岸的那些较不幸

运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

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

１８４８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

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

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

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②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

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

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

品在１８５２年费７英镑７先令４辨士，到１８６１年要费９英镑１５先

令８辨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

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

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不论是机器的改进③，科

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

９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①

②

③ 德文版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

德文版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译者注

德文版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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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

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

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

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

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

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

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

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

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

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

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

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

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

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

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

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

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

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

的向外移民，结果在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

陷。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

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的一切尝试

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

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

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过去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

０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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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之间没有过行动上的一致，那末现在至少是有失败上的一

致了。

虽然如此，１８４８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是有它的好的方

面。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

金融贵族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

过。１０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

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

在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

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

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这个对工人的

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

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

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

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

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

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

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

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

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

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

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①指导社

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

１１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① 德文版为：“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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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

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①还取得了一

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

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

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

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

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

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

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

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②，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

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

·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

发明而是在１８４８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４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③

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

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

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

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慧的贵

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

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

２１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德文版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１８５１年和１８５２年谈到英国

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编者注

德文版为：“低级的社会形式”。——编者注

德文版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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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

捧起它的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

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

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

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

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

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

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１１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

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

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

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

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

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

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

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①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

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

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

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

３１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① 德文版加有：“各国”。——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

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１２欧

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

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

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

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

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

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

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

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

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和

２７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 爱克街圣

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

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原作者的德

译文载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和３０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号和第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１８６４年

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 爱克

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

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

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

程”，并根据“社会民主党

人报”校对过

４１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克思

协会临时章程１３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

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

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

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

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

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

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

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

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

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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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下面署名的委员会委员，根据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所作决议赋予的全权，采取

了必要的步骤来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他们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

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

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

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

利的义务。１４

根据这一切，他们制定国际协会的临时章程如下：

１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

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

心。

２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３１８６５年将在比利时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由当时已经

参加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使命是在全

欧洲面前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最后批准国际协会章程，研究

使国际协会能顺利进行活动的方式方法，并任命协会的中央委员

会。１５全协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４ 中央委员会设于伦敦；它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

成。中央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

员，即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５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每年的会议上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过

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每年由代表大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会，有

６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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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增加新的中央委员。在紧急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

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６ 中央委员会是沟通各种互相合作的团体之间的联系的国

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

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的

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

切

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

际冲突时，使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

场合，中央委员会应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

建议。

７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

量来保证，而国际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

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

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

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

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伦

敦的中央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８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选出的委

员会作为临时中央委员会进行活动，它应尽力在各国工人组织之

间建立联系，在联合王国中征收会员，为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进行

筹备，并同各全国性和地方性团体一起讨论应提交这次代表大会

的主要问题。

９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

７１协会临时章程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１０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

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和

２７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 爱克街圣

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

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在伦敦朗 爱克街圣

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

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

言和临时章程”

８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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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

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草案１６

一
邀请各工人组织作为集体加入协会，它们可以根据自己拥有

的经费酌情确定自己缴纳会费的数额。

二

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各选派代表一名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

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利。①

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提出

载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蜂房报”

第１６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１

① 在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蜂房报”第１６３号刊载的关于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第

二个决议案是这样写的：“加入协会的伦敦团体有权各选派代表一名参加中央

委员会；委员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利。至于伦敦以外的愿意加入

协会的团体，则有权选派自己的成员一名作为通讯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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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１７

阁下：

我们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向美国人民表示祝贺。

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

势，那末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则是：消灭奴隶制！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

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难道引出这段壮烈史诗

的领土之争，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由移民的

劳动来享用，还是应当遭受奴隶监工的蹂躏吗？

当３０万奴隶主的寡头政权敢于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奴隶

制”这个词写在武装叛乱的旗帜上的时候，当大约一百年前最先产

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在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１８

和最先推动了十八世纪的欧洲革命的地方，反革命接连不断地炫

耀它已经取消了“旧宪法确立时代的种种观念”，声称“奴隶制是仁

慈的制度，确实是解决劳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老办法”，并无耻

地宣布人身所有制是“新大厦的基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欧

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甚至在上层阶级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

士进行的狂热袒护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可怕的警号以前就已经了解

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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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

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

实。因此，工人阶级到处耐心忍受着棉业危机１９带给他们的困苦，

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

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

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

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

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

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

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

净了。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

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

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

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

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

     勒·吕贝——法国通讯书记；累布钦斯基（波

兰）；艾米尔·霍尔托普（波兰）；让·巴·博

凯；海·荣克——瑞士通讯书记；莫里索；乔

治·威·威勒尔；茹·德努阿尔；Ｐ 博尔达

日；勒鲁；塔朗迪埃；茹尔登；杜邦；罗·格雷；

多·拉马；塞塔奇；Ｆ 索鲁斯特里；Ｐ 阿耳

多夫兰迪；Ｇ 班尼亚加蒂；朱·方塔纳——

１２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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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通讯书记；乔·雷克；詹·巴克莱；

乔·豪威耳；约·奥斯本；ＪＤ 斯坦斯比；

约·格罗斯密斯；格·埃卡留斯；弗里德里

希·列斯纳；沃尔弗；卡·考布；享利希·

博勒特；路德维希·奥托；ＮＰ 汉森（丹

麦）；卡尔·普芬德；格奥尔格·罗赫纳；彼

得·彼得逊；卡尔·马克思——德国通讯书

记；亚·迪克；鲁·沃尔弗；Ｊ 惠特洛克；詹

·卡特；Ｗ 摩尔根；威廉·德尔约；翰·韦

斯顿；彼得·福克斯；罗伯特·肖；约翰·

朗梅德；罗伯特·亨利·赛德；威廉·沃尔

利；布莱克莫尔；罗·哈特威耳；Ｗ 皮琴；

本·鲁克拉夫特；约·奈阿斯；

乔·奥哲尔——委员会主席；

威廉·朗·克里默——名誉总书记

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

２２日和２９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５年１月７日“蜂房

报”第１６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贺信原稿译的，

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

２２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致“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２０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编辑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有关卡尔·布林德先生的文件①，请予刊登。

我还把这个声明以同样的方式——即采取致斯图加特“观察

家报”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寄给几家普鲁士报纸发表，同时我

ｄｉｔｔｏ〔还〕要设法使它在这里的德文报纸上登载出来，因此，我

对它完全负责。

尊敬您的 卡·马克思

载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３日 原文是德文

“观察家报”第２８２号 俄文译自“观察家报”

３２

① 见下一篇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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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２１

阁下：

卡尔·布林德先生通过自己的冒名顶替者、即布莱得弗德的

布朗纳医生寄给您的那篇东西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写的，是为了

卡尔·布林德先生的利益并且是关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在这

篇滑稽可笑的东西中夹杂着这样一句话：

由于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而引起的那场争论，是已经“通过全面

的解释而得到解决、但又被编辑部重新搬出来的旧争论”，“在这里我不想回

到那场争论去”。

他“不想回到那场争论去”！多么宽宏大量啊！

只要提一提我那本反对福格特的著作２２，就足以证明卡尔·

布林德先生的过分自信和虚荣往往使卡尔·布林德先生不得不超

出纯粹可笑的范围。您和您的读者会从布林德的回答中得出结论，

即这本著作中对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责难已经“通过全面的解

释”而被推翻了。而实际上，通常表现有很大写作癖的卡尔·布

林德先生，从我的著作发表以后，即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就从

来没有敢提起一个字，更不用说“回到旧的争论去”和作“全面

的解释”了。

相反，卡尔·布林德先生安于被斥责为“可耻的说谎者”（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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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著作第６６页和第６７页
２３
）。卡尔·布林德先生不止一次地公

开声明，他不知道是谁写了反对福格特的传单，“他与这件事毫无

关系”等等。此外，卡尔·布林德先生还发表了印刷所主人菲德

利奥·霍林格尔的证词，并有排字工维耶的另一篇证词作旁证，让

词说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印的，而且不是来自卡尔·布

林德先生。在我的反对福格特的著作中引用了排字工费格勒和同

一个维耶在伦敦弯街治安法庭上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与宣过誓的证词有

同等效力的声明），他们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 证明，正是这个卡尔·布林

德先生写了传单的手稿，把它送到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来印刷，亲

手校对了校样，而且为了反驳这些事实他还伪造了假证词，他答

应以霍林格尔的名义付给这篇假证词以金钱报酬，并在将来以自

己的名义答谢，这样便骗取了排字工维耶的签名，最后，他把他

所伪造的、上面有他亲自骗到维耶的签名的假文件作为一个充满

义愤的证据寄给奥格斯堡的“总汇报”２４和其他德国报纸，以此证

明我的“恶意捏造”。

卡尔·布林德先生在丑行被这样揭穿之后不再吭声了。为什

么？因为（见我的著作第６９页２５）他只能用反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来反驳我

发表的ａｆｆｉｄａｖｉｔｓ，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得“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

法庭上”，在那里“刑事案件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在上面所说的那篇寄到贵报来的东西中还荒唐地谈到卡尔·

布林德先生在美国的功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从我在

几天以前收到的约·魏德迈的信中摘录一段。大概你还记得，约

·魏德迈曾经和奥·吕宁一起在法兰克福编辑“新德意志报”２６，

他一直是德国工人党的优秀战士之一。美国内战开始后不久，他

就加入了联邦主义者的行列。弗里芒特请他到圣路易斯，在那里

５２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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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是工程部队的地区部队中的上尉，后来是炮兵团的中校；而

不久，当敌人的侵犯重新威胁密苏里州的时候，他突然接到组织

密苏里志愿兵第四十一团的命令，现在他是这个团的团长，军衔

是陆军上校。魏德迈从他的团的所在地、密苏里州的首府圣路易

斯报道说：

“你在附件中可以看到我从这里的‘西邮报’２７上剪下的一段，文化强盗

卡尔·布林德又在这家报纸上以极端傲慢的姿态夸夸其谈，似乎是在代表

‘德国的共和派’说话。诚然，这里的人们对于他怎样曲解拉萨尔的意图和鼓

动相当冷淡：谁读了拉萨尔的著作，谁才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布林德的小丑行

为；但是谁不曾花费力气去多少了解一下拉萨尔的鼓动，谁就可能轻信地赞

扬这个伟大的巴登人、ｐａ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最道地的〕阴谋家、所有秘密团体

和未来临时政府的成员的聪明和‘信念的坚定’；他的见解没有任何意义。而

且这里的人现在过分忙于其他事情，因而无暇过问布林德的抗议。但是在故

乡无疑地应当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妄自尊大的小丑。因此我才把这篇文章寄

给你，这只是他以前所写的同类作品中的一个例子。”

约·魏德迈寄给我的那篇从“西邮报”上剪下的文章的标题

是“共和派的抗议， 年 月 日于伦敦”，它是“共和派的

抗议”的美国版；又是这同一个卡尔·布林德先生曾经在同一个

时候把它用同一个标题刊登在“新法兰克福报”２８上，然后以他所

固有的蚂蚁般的勤劳把它作为转自“新法兰克福报”的稿件寄给

了伦敦的报纸“海尔曼”２９。

把布林德的拙劣作品的两个版本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正

是那个在法兰克福和伦敦以忠实的共和派卡托的伤心神色提出抗

议的卡尔·布林德先生，在同一个时候在遥远的圣路易斯却肆无

忌惮地说出最恶毒的蠢话和进行最无耻的勾当。如果把抗议书的

两个版本加以比较（在这里不便于做这样的比较），那末，除此以

６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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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非常可笑的材料，来弄清布林德伪造信

件、通告、抨击性文章、抗议书、警告、辩护文章、号召书、呼

吁书以及诸如此类的严肃庄重的政治药方的手法；他离不了这些

手法，正像离不了霍洛威先生的药丸或霍夫先生的麦芽精一样。

我不打算向这个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马志

尼 斯嘉本说明①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鼓动的真正

意图。相反，我深信，卡尔·布林德先生凌辱一只死狮，仅仅是

执行大自然和伊索赋予他的使命３０。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于伦敦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载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北极星”报第２８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燕妮·

马克思转抄的并经过作者校

正的手稿副本译的

７２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

① 在“北极星”报上印的不是《ｅｉｎｅｍｇｒｏｔｅｓｋｅｎＭａｚｚｉｎｉＳｃａｐｉｎ》（“荒唐的马

志尼 斯嘉本”），而是《ｅｉｎｅｍｇｒｏｔｅｓｋｅｎＣｌｏｗｎ》（荒唐的小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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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论 蒲 鲁 东

（给约·巴·施韦泽的信）３１

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阁下：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

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此外，我手头没有他的

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愿望，我匆忙地写

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

之，您可以随意处理。①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

界语言”３２的幼稚著作，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由于缺

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３３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

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

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

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ｐｒｏｐｉéｔé》〔“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

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空想地被“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

８２

① 我们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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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

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

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

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

格尔留置在神秘的 ｃｌａｉｒｏｂｓｃｕｒ〔朦胧状态〕中的。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的强健的筋肉还占优

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

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

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

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

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

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

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

读者，并在初次出版时留下了强烈印象的。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

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

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

斯的著作“人口论”３４为例。初版时，它不过是一种《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ｍｐｈｌｅｔ》〔“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

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

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

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对二

律背反的处理，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

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理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理性所

不清楚的事情。

９２论 蒲 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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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

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 ｐｅｔｉｔ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

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

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

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

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

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是什么

财产？——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

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

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

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

《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

布里索早在１７８９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３５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

答：《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ｃ’ｅｓｔｌｅｖｏｌ》〔“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盗窃”这个资产

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入。另一方面，

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

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模糊糊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

种种幻想里面。

１８４４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

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①

０３ 卡·马 克 思

①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有“掺假”和“诡辩”两种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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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

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

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

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

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

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３６出版前不

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

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Ｊ’ａｔｔｅｎｄｓｖｏｔｒｅｆéｒｕｌ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我等

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

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巴黎版３７），其形式

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

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

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

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

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

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

“矛盾”作为阐述方法来代替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

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顺便指出了，由于他不是把经济

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

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

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

１３论 蒲 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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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①。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

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

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ａｐｒｉｏｒｉ〔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

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

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

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

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

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

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

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

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

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

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错觉（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

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②）。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

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

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

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

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

２３ 卡·马 克 思

①

② 括弧中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本文中加上去的。——编者注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

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

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

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１１３

页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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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

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

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

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

间摇来摆去。”①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现在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

确的。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作ｐｅｔｉｔ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

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极端的革

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

叛”了革命的叫嚣。如果说他（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自己所误

解）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表

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

说的那样，是ａｍｐｏｕｌé〔夸张〕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

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

出来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

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这类东西真是刺耳极了。

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经

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

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

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ｐａｒｖｅｎｕ〔暴发户〕，觉得

３３论 蒲 鲁 东

① 见我的著作第１１９、１２０页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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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分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

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

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

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４０，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

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

诺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

书４１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Ｏｎｖｅｕｔｑｕｅｌｅｓｍａｌｈｅｕｒｅｕｘ

ｓｏｉｅｎｔｐａｒｆａｉｔｓ》（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

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

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４２。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

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

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４３（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

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

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泛滥前

的庞然巨物了。

发明《ｃｒéｄｉｔｇｒａｔｕｉｔ》〔“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

“人民银行”（《ｂａｎｑｕｅｄｕｐｅｕｐｌｅ》）是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最

后的“功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 分

册（第５９—６４页４４）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

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

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十八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十九世纪初

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

４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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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

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

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

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

实际上已经由十七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

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１８５０年）４５又远

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甚至让巴师夏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

论敌对他施展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

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租税”４６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

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

来的只是ｐｅｔｉｔ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ｔｏｕｔｐｕｒ〔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所有这些著作都像

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

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

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

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十八世纪

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

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

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４７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

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

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

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４８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

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

５３论 蒲 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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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
４９
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

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

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

“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

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

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在一切事

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时还像蒲鲁东一

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

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

丑恶、时而辉煌的怪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

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

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

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

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

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作盖棺论定，那末这件

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

尊敬您的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３和５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６、１７

和１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残存的手稿校对过

６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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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提 德 曼 老 爷

古代丹麦民歌５０

     清晨——天色刚刚发亮，——

提德曼老爷就在卧室里穿衣裳，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又披上绿色的丝绸外衣，

再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再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又扣紧镀金的马刺，

他高傲地到南哈尔德去出席司法会议。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他高傲地到南哈尔德去出席司法会议，

一进会场就向自由农讨税，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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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张犁要缴黑麦七斗。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每张犁要缴黑麦七斗，

每四头猪要缴一头还得是肥的，

这就激怒了一位老人。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这就激怒了一位老人：

“我们谁也缴不出这样多捐税，

要缴；咱们先得算算账，”——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要缴，咱们先得算算账，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会场！

南哈尔德人，紧紧地围起来！”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南哈尔德人，紧紧地围起来！

不要让提德曼活着跑掉！”

老人第一个上去给了他一拳，——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老人第一个上去给了他一拳，

提德曼老爷猛地栽了一个跟头，

８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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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德曼老爷躺在那里血流满地。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提德曼老爷躺在那里血流满地，

而犁耙自由地在黑土上走来走去，

猪也自由地在森林里吃东西。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中世纪农民战争中的这一段插曲发生在日德兰半岛奥尔胡斯

城北的南哈尔德（“哈尔德”（Ｈａｒｄｅ）——司法区）。在区的司法

会议（Ｔｈｉｎｇ）上除了审理司法案件外，也审理税务的和行政的案

件。这首民歌告诉我们，日益强大的贵族怎样反对自由农

（Ｅｄｅｌｉｎｇ），以及农民通过哪些手段结束了贵族的勒索。这首富有

朝气的古代农民歌曲对于德国这样的国家非常适合，因为在德国，

有产阶级中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多；无产阶级中农业无产者

和工业工人也一样多，或者甚至还要多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７日左右

载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５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１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９３提 德 曼 老 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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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声  明５１

在贵报第１６号上，莫·赫斯先生竟从巴黎对他完全不相识的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们乱加怀疑，他说：

“的确看不出，即使伦敦的协会也有罗亚尔宫５２的一些朋友参加，这又有

什么关系，因为协会是公开的，云云。”

在过去的一号上，这位莫·赫斯先生在谈论“联合”杂志
５３
时，

就曾经对伦敦委员会的巴黎朋友作了类似的诽谤。我们宣布他的

诽谤完全是造谣中伤。

不过，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个事件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巴

黎的无产阶级还像过去一样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

义，即土伊勒里宫５４式的和罗亚尔宫式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

贪图小便宜而出卖自己的历史荣誉（或者，也许不应当说“自己

的历史荣誉”，而应当说“自己的作为革命承担者的历史的长子继

承权”吧？）我们把这个榜样介绍给德国工人。

于伦敦和曼彻斯特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６日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和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８３年通

信集”１９１３年斯图加特版第３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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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普鲁士军事问题
和

德国工人政党５５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５年１月底—

２月１１日

１８６５年２月底在汉堡以单行本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布·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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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

和德国工人政党”第一版的扉页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关于军事问题的辩论，迄今只是在一边是政府和封建党派，另

一边是自由的激进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现在，危机日益迫近，该

是工人政党也来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评论这里所谈的军事问

题。只要在德国和欧洲还保持着目前的关系，我们便不可能指望

普鲁士政府的行动不从普鲁士的观点出发。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

资产阶级反对派不从自己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出发。

工人政党在所有使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裂的问题上都站在直

接冲突之外，因此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完全冷静地和公正地讨论

这些问题。只有工人政党能够科学地、历史地（像对待已经过去

的事情那样）解剖式地（像解剖尸体那样）来讨论这些问题。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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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普鲁士军队在原先制度下的情况如何，经过１８５０年和

１８５９年的动员５６尝试以后不可能再有两种意见了。从１８１５年起，

君主专制受到公开的诺言的约束，它答应不经未来的代议机关事

先同意不征收任何新税，不发行任何公债。要违背这项诺言是不

可能的；不经过这种同意，任何公债都不会收到丝毫成效。税收

制度大体上是这样：税收的进款并没有按国家财富增长的比例增

长。专制制度是贫穷的，是非常贫穷的，１８３０年的风暴５７所引起的

特别开支足以迫使它厉行节约。正因为这样才开始实行两年制兵

役，并在所有军事管理部门建立节约制度，这一制度使得为进行

动员而准备的军火储备的数量和质量降到了最低水平。尽管如此，

普鲁士的大国地位还得保持；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在战争一开

始就有尽可能强大的第一类野战军，这就是为什么把第一类后备

军并入了野战军５８。这样一来，人们担心的是，在刚一受到战争威

胁时就必须进行动员，而且担心整个大厦会因动员而倾复。这样

的事情曾经在１８５０年发生，并以普鲁士的惨败告终。

１８５０年只暴露了制度的物质上的缺乏；整个这种情况在精神

缺陷显露出来以前就结束了。两个议院表决通过的基金被用来在

可能的范围内消除物质上的缺乏。所以说在可能范围内，是因为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物质方面准备得能够在两星期内就把应

征的预备兵装备起来并使他们做好战斗准备，而再过两星期就把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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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第一类后备军装备起来并使它做好战斗准备。不应忘记，基

干部队中最多有三种役龄的适龄人员，而预备队和第一类后备军

中总共有九种。因此，在四个星期内至少要给做好战斗准备的基

干部队中的每三个士兵配备七个应征者。正巧发生了１８５９年的意

大利战争，于是进行了新的总动员。这一次物质缺乏仍然在很大

程度上表现了出来，但是与制度的精神缺陷相比已经是小得多了，

这种精神缺陷只是现在，当军队进行较长时间的动员时才暴露了

出来。后备军丝毫没有受到重视，这是不容争辩的；它的步兵营

的基干大部分都不存在，这样的基干还有待于建立；现有的军官

中有许多已经不适合于野战勤务。即使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

仍然是：军官不能不使自己的兵士感到他们完全是外人，这种情

况主要是由他们自己的军事素质造成的。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军

事素质都非常低，把由这样的军官指挥的步兵营派去对付经过考

验的军队是不能令人完全放心的。如果说后备军的军官在丹麦战

争５９时打得不错，那末不应忘记，在基干军官占４５和后备军军官

占１５的步兵营同两者比例相反的步兵营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此外，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很快就发现，虽然可以用后备军去

作战，即进行保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

它去打进攻战，而这是人们能够预料到的事。后备军在很大程度

上是个防御性组织，只有在敌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情况下才可能用

它去进攻，像在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那样。后备军的大部分成员是

２６岁到３２岁的已婚男子，当每天寄来的家信说，妻子儿女由于发

给应征者家属的补助金非常不足而遭受贫困时，他们是不会同意

让自己一连几个月呆在边境上无所事事的。此外，还有以下的情

况：兵士不知道他们应当同谁打仗，同法国人还是同奥地利人，要

７４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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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在当时不论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都没有使普鲁士受到任何

损害。能够用这些由于一连数月无事可做而士气沮丧的军队去进

攻组织良好并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吗？

很明显，早就应当有一个转变了。普鲁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应

当使第一类野战军拥有比较巩固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是怎样形成

的呢？

征集的三十六个后备军步兵团暂时被保留，并被逐渐地改变

为新的基干团。骑兵和炮兵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到同步兵部队的这

种扩大了的编制相适应的程度。最后，要塞炮兵从野战炮兵中分

出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改进，对普鲁士来说更是如此。总

而言之，步兵增加了一倍，骑兵和炮兵增加了大约一半。为了维

持军队的这种扩大了的编制，曾建议把基干部队的服役期限从五

年增加到七年，——三年现役（步兵），四年在预备队，——相反，

把第二类后备军的兵役义务缩短四年；最后，把每年征集新兵的

名额从原先的４００００名增加到６３０００名。可是后备军却没有受到

任何重视。

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按上述规模进行的扩充，同普鲁士

人口的增加几乎完全适应，普鲁士人口在１８１５年为１０００万，到

１８６１年已增加到１８００万；而由于这个时期普鲁士的财富增长得

比人口更快，并且由于其他的欧洲大国从１８１５年起都在更大得多

的程度上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因此军队的基干部队的这种扩充一

点也不过分。同时在所有的兵役负担中，按照计划只增加最年轻

的兵士在预备队中的服役期限，年老的兵士在后备军中的服役期

限则减少一半；第二类后备军实际上已几乎完全撤销，因为第一

类后备军现在差不多占据了原先是第二类后备军的地位。

８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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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这个计划可以提出如下的反对意见：

普遍义务兵役制——顺便提一下，这是在普鲁士存在的唯一

民主的制度，尽管只是在字面上，——与过去所有的军事制度相

比是一大进步，凡是已经实行了这种制度的地方（即使是不完善

的形式），就不可能再长期地把它废除掉。对于我们目前的军队来

说只有两个明确的组织原则：或者是募兵制，——但它已经陈旧，

只有像在英国这样的特殊场合才可能实行，——或者是普遍义务

兵役制。任何征兵制和抽签制６０都不过是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很不

完善的形式。１８１４年普鲁士法律的基本思想是：每个身体合格的

国民，在他还能够携带武器的时候，必须亲自保卫国家。这个基

本思想显著地高于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所采取的雇佣代役者的

原则，而且这种思想在存在了五十年后，当然就不会成为资产阶

级进行如法国人所说的“人肉生意”的强烈愿望的牺牲品了。

既然普鲁士军事制度是以没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

础，那末只有在它的基本原则日益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它才能够

以自己固有的精神成功地向前发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方面的

情况。

１８１５年１０００万居民中有４００００人应征，占千分之４。１８６１年

１８００万居民中有６３０００人应征，占千分之３１２。可见是后退了一

步，虽然这与１８５９年以前的情况相比是一个进步，那时应征人数

只占千分之２２９。如果要重新达到１８１５年的百分数，就需要征集

７２０００人。（我们知道，实际上每年参加军队的人数接近这个数字，

或者甚至超过这个数字。）但是，难道普鲁士人民的军事威力只限

于每年从每千个居民中征集四个人吗？

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６１根据德国中部各邦的统计屡次

９４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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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在应征报到的青年人中整整一半适合服兵役。根据“普鲁

士王国统计局杂志”６２（１８６４年３月）的统计，１８６１年应征报到的

青年人共２２７００５人。这样，每年就可以提供１１３５００名适合服兵

役的新兵。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中除去６５００名因公务而暂时不能

应征的或道德不合格的人，仍然可以剩下１０７０００人。为什么他们

当中只有６３０００人或者最多７２０００—７５０００人服役呢？

陆军大臣冯·罗昂在１８６３年议会开会时向众议院的军事委

员会报告了关于１８６１年征兵的材料：

人口总数（１８５８年登记） ………………

１８６１年的２０岁的应服兵役者……………

从往年的名单上转移过来的应服兵

 役者，关于他们还没有做出最后

 的决定 …………………………………

其中：

（１）下落不明者 ……………………

（２）迁居其他地区并且应该在

 那个地区应征者 …………………

（３）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报到者 ……

（４）服役三年的志愿兵 ……………

（５）有权自愿服役一年者 …………

（６）作为宗教界人士而延期服役

 或免役者 …………………………

（７）必须在海军中服役者 …………

（８）由于道德不合格而被除名者 …

（９）由于显著地不合格而被区

 委员会免除者 ……………………

（１０）由于长期不合格而被区委

 员会免除者 ………………………

２１７４３８

３４８３６４

５５７７０

８２２１６

１０９６０

５０２５

１４８１１

１６３８

２９９

５９６

２４８９

１５２３８

５６８０２

０５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１）编入补充兵６３者：

（ａ）经过三次检验身高不

满５英尺者 …………………

（ｂ）经过三次检验身高不

满５英尺１３英寸者 ………

（ｃ）经过三次检验暂时不

合格者 ………………………

（ｄ）经过三次检验，由于

家庭情况暂不能服役

者 ……………………………

（ｅ）经过五次检验尚未接

到命令者 ……………………

（１２）除了应征入辎重队者，预

定到辎重队服役者…………

（１３）延期一年服役者：

（ａ）暂时不合格者…………

（ｂ）由于家庭情况…………

（ｃ）褫夺公民权者和正在

  受审者…………………

能够应征的 ……………………………

实际上征集到的 ………………………

尚未接到命令的 …………………

８９９８

９５５３

４６７６１

４２１３

  ２９１

２１９１３６

１００１３

 １０８７

６９８１６

６７７４

２３０２３６ ４９５８６８

６９９３４

５９４５９

１０４７５

  尽管这个统计不完善，尽管它在从第１条到第１３条的每一条

中把１８６１年的应服兵役的人员同过去两年的适龄人员之中尚未

接到命令的人员混淆起来，从而把整个事情弄得模糊不清，但是

它仍然包括一些很有价值的供认。

征集到的新兵为５９４５９名。服役三年的志愿兵为５０２５人。有

权服役一年的为１４８１１人。众所周知，由于自愿服役一年者起不

了什么作用，对于他们服役是否合格，检验是不大严格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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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半即７４００人实际上加入了军队。

这是很保守的计算；要知道，那些被推荐服役一年的人，大部分

是适于服役的人；而那些显然不适于服役的人，一般地认为不应

当受推荐。我们这里仍然采用７４００这个数字。根据这种计算，１８６１

年参加军队的共有７１８８４人。

我们继续往下看，作为宗教界人士延期服役或免役者有１６３８

人。为什么宗教界的先生们不需要服兵役，这是不可理解的。相

反，一年的兵役，露天的生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对于他们是

有益无害的。所以，我们大胆地把他们列入名单；假定那一年的

免役者占总数的１３，再假定其中有３４是不合格的，那仍然有

１３９人应当列入兵役名单。

１８５５１人由于身材不够高而被免除兵役。我们注意到，他们是

被“转入预备队”，而不是完全被免除兵役。因此，在战时他们仍

然应当服兵役。他们只是免去了和平时期的阅兵式兵役，因为在

这方面他们的外表不够魁伟。这也就是承认，这些身材矮小的人

完全适合于服役，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打算利用他们。这些身材矮

小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兵士这一点，可从法国军队得到证明，在

法国军队中服役的，有些人身高还不足４英尺８英寸。所以我们

无条件地把他们列入国家的军事资源。上面所举的那个数字只包

括那些经过三次检验由于身材不高而被完全取消资格的人；因此

这是每年都重复出现的数字。我们从这个数字中扣除一半、即扣

除由于其他原因不合格的人，这样还剩下９２７５个身材矮的青年，

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也许会很快地把他们变成顶呱呱的兵士。

接着我们看到，除了应征入辎重队者，有６７７４人预定到辎重

队服役。但是辎重队也属于军队，十分令人不解，为什么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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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到辎重队去履行短短六个月的兵役，这不仅对于他们，而

且对于辎重队都会更好一些。

因此，我们看到：

实际上服役的人 ７１８８４     ……………………………………………

宗教界人士  １３９     …………………………………………………

适合服役，但身高在规定的高度以下的人  ９２７５     ………………

预定到辎重队的人  ６７７４     …………………………………………
      

       共 计 ８８０７２人，   ……………………………………

根据罗昂的统计表的自供，如果认真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每年能有这么多人参加军队。

现在我们来看看不合格的人：

由于暂时不合格而延期一年服役者 ２１９１３６人    …………………

经过三次检验，如ｄｉｔｔｏ〔上面所述〕，

 被编入预备队者 ４６７６１人    …………………………………………

由于长期不合格而被除名者只有 １７７２７人    …………………………
    

       共 计 ２８３６２４人    …………………………

因此，由于真正的生理缺陷而长期不合格者不到所有由于不

合格而免服兵役者的７％，并且不到所有每年到征兵委员会报到

者的４％。有将近１７％经过三次检验而暂时不合格者每年被编入

预备队。可见这是些２３岁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正处在人的机体开

始彻底发育成熟的年龄。如果我们假定他们之中有三分之一在年

满２５岁以后完全适合服役，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而这将有

１５５８７人。可以向这些人提出一项最低的要求，即在两年过程中要

他们每年在步兵中服役三个月，以便使他们至少可以受到新兵的

训练。这就等于把和平时期的军队扩充３８９７人。

３５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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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普鲁士的整个新兵体格检查制度具有特殊的性质。新兵

的人数往往多于能够征集的数目，同时却仍然要保持普遍义务兵

役制的招牌。从绰绰有余的人数中挑选最优秀的，而以这种或那

种借口宣布其他人不合格，还能有什么做法比这样一种做法更简

单呢？在这样的条件下——顺便说说，这些条件从１８１５年就在普

鲁士存在并且直到今天还存在——服役不合格的概念得到了非常

不确定的解释，这一点最好由同德国中部各邦的比较来证明。在

中部各邦中有些邦实行征兵制和抽签制，在那里没有任何理由宣

布比真正不合格的人更多的人不合格。这些邦的条件像普鲁士的

条件一样；在个别的邦，例如在萨克森，条件甚至更坏一些，因

为那里工业人口的比例较高。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军事总汇

报”屡次证明，在德国中部各邦整整一半应征报到的人是合格的；

在普鲁士情况也应当如此。一旦发生严重的战争，在普鲁士关于

服役合格的概念中就会发生突然的革命，那时人们就会懂得（不

幸已经太迟了），很多合格的人被放过去了。

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在５６５８０２名应服兵役者（关于他们还

没有做出决定）中有：

   下落不明者 ５５７７０人    ……………………………………………

迁居其他地区或者应该在那个地区应征者 ８２２１６人    …………

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报到者 １０９６０人    ……………………………
      
       共计 １４８９４６人    ………………………………

因此，尽管有一个享有声誉的普鲁士检查机关，——凡是普

鲁士的有过服兵役义务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每年都有

整整２７％的应服兵役的人不见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那

８２２１６个作为“迁居其他地区或者应该在那个地区应征”而被除名

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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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到哪里去了呢？难道现在只要从柏林迁到波茨坦就能免除兵

役吗？我们愿意认为，在这里——要知道，荷马也有睡糊涂的时

候——官老爷们干脆是在自己的统计中出了错误，他们让这

８２２１６人在总人数５６５８０２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他们出生的地

区，一次在他们迁居的地区。应该把这点弄清楚，——最好能由

议会的军事委员会来做这件事，——因为把应服兵役者的实际人

数减少到４８３５８６人就会显著地改变所有百分比。但是我们暂且假

定这是对的，那末每年仍然有６６７３０人悄悄地溜走，不论普鲁士

检查机关还是警察当局都不能召他们去服兵役。这些人几乎占应

服兵役者的１４％。由此得出结论，在普鲁士借口检查应服兵役者

而对迁居自由设下的一切障碍都是完全多余的。大家知道，真正

从普鲁士迁居国外的人是为数很少的，根本不能同溜走的新兵人

数相比。在这个数字——约６７０００人——中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

从普鲁士迁到国外去了。大部分人或者一直留在国内，或者只是

短期地到国外去。总的说来，所有预防逃避兵役的措施都是毫无

用处的，甚至有时还会促使人们迁往国外。但是绝大多数青年人

没有可能跑到国外去。只要认真地、毫不放松地迫使那些逃避兵

役的人服兵役，新兵的人数就会比以前多，根本不需要这些杂乱

无章的繁文缛节。

但是为了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只把冯·罗昂先生本人统计的

数字当做可靠的材料，即除了自愿服役一年者以外，每年可以征

集８５０００个青年人。目前和平时期军队的人数约为２１００００人。在

实行两年制兵役的情况下，每年８５０００人，两年累计是１７００００

人；还应当把军官、士官和超期服役军人——约２５０００人到３５

０００人——加进来；这样，总共是１９５０００人到２０５０００人；若把

５５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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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服役一年者计算在内，总共是２０２０００人到２１２０００人。因此，

如果在步兵、步炮兵中（骑兵下面再说）实行两年制兵役，改组

后的军队的所有基干——甚至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有可能达

到和平时期的满员。在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情况下，在两

年制兵役的情况下，军队中大概会多出３００００人来；因此，为了

使人数不超过２０００００人到２１００００人，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在服役

一年到一年半后就退役。这种作为对热心服役的奖励而提前退役

的做法，对于整个军队来说，也许要比把兵役期延长六个月更有

好处。

军队战时员额的构成大致如下：

四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按改组计划，每种６３０００人——总

共是２５２０００名预备兵。三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每种８５０００人

——总共是２５５０００名预备兵。可见，其结果确实同改组计划所规

定的同样良好。（因为这里所谈的只是数字关系，因此，即使我们

完全不去考虑减少预备队的役龄类别，情形还是一样。）

改组计划的弱点就在这里。它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义

务兵役制，——不言而喻，这种制度没有作为军队的强大预备队

的后备军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奥基干制６４，

从而使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动摇不定，这将招致最严重的后果。不

要把两种制度混在一起，不能同时兼有两者的优点。毫无疑问，而

且不容争辩，兵役期和现役期较长的基干制能保证军队在战争开

始时具有很大优越性。人们彼此比较了解；甚至那些每次多半只

能得到短期归休的归休兵，在整个归休期间都以兵士自居，并且

时刻准备服现役（普鲁士的预备兵却不是这样）；因此，毫无疑问，

初次参加战斗的步兵营就表现出更为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应当

６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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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果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那末可以同样成

功地采取英国的十年现役制；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阿尔及利亚

远征、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６５确实比长期兵役更有效的多；最

后，采取这种制度只能训练出一部分能携带武器的人，因而远远没

有把国家的全部力量调动起来。此外，经验证明，德国兵士很容易

习惯战斗环境，三次相当成功的大会战，给在其他方面都很良好的

步兵营已经带来等于多服整整一年兵役所能得到的成果。对于普

鲁士这样的国家来说，基干制是不行的。如果实行这样的制度，普

鲁士可能拥有一支最多３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人的军队，而在和平时

期军队的编制将是２０００００人。但是为了维持它的大国地位，单是

第一类野战军的出征就已经需要这么多的军队，也就是说，为了进

行任何严酷的战争，它需要有包括要塞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等在内

的５０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０人。如果１８００万普鲁士人也像３５００万法国

人、３４００万奥地利人和６０００万俄国人那样，在战争时要派出如

此大量的军队，那末这只有通过普遍义务兵役制，通过期限短的但

是紧张的服役和比较长期的后备军兵役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制度

下往往不得不在军队的战斗准备方面，甚至在战争初期军队的战

斗力方面，作出某些牺牲；国家和政策具有中立的、防御的性质；但

是也应当记住，基干制的傲慢的进攻战术所带来的结果是从耶拿

到提尔西特，而后备军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谦虚的防御战术所

带来的结果则是从卡茨巴赫到巴黎。６６总之，或者是七八年兵役期

的征兵制和代役制，在这段时间中约有一半的时间服现役，而不继

续在后备军中服役；或者是五年、最多六年兵役期的普遍义务兵役

制，在这段时间中两年服现役，然后继续在普鲁士型的或瑞士型的

后备军６７中服役。但是要想让人民群众首先承担征兵制的重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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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承担后备军制的重担，这是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忍受不住的，

甚至连野蛮好战、仍然具有极大忍耐力的土耳其人也忍受不住。问

题在于，是实行短期现役和长期预备役训练大批的人，还是实行长

期现役和短期预备役训练少数人；必须二者择一。

在威廉·纳皮尔看来，当然英国兵士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在

自己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６８中说，英国步兵服役三年之后，在各

方面都受到了充分的训练。可是应当知道，本世纪初英国军队的

成员是所有通常能够构成一支军队的成员中最劣等的人。现在英

国军队的成员已经好得多，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仍然远远

不如普鲁士军队的成员。难道在普鲁士这样一个拥有非常容易接

受训练、一部分已经受到很好训练、从一开始就有良好道德修养

的新兵材料的国家里，不能在两年期间达到英国军官在三年期间

训练这样一些败类时所能达到的成绩吗？

当然，现在兵士应当受更多的训练。但是这种情况从来都没

有被当做重大的理由来反对两年制兵役。人们总是说必须培养真

正的兵士精神，而这种精神据说只有在第三年兵役期间才能养成。

如果这些先生愿意说得坦率一些，如果他们不想考虑各个步兵营

的上述公认的优良素质，那末与其说这种看法具有军事性质，不

如说它具有政治性质。真正的兵士精神应当更多地表现在对付内

部的杜佩尔６９，而不是表现在对付外部的杜佩尔。我们从来没有机

会看到，普鲁士兵士在第三年兵役期间除了学会厌倦生活、勒索

新兵的钱买酒以及对自己的长官说些无聊的俏皮话以外还学会了

点别的什么。如果我们的大多数军官哪怕去当一年兵士或士官，他

们就不能看不到这一点。经验证明，带有政治性质的“真正的兵

士精神”很快就会化为乌有，而且是一去不复返。而军人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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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兵役之后仍然存在。

可见，两年的时间足以教会我们的兵士在步兵中服役。自从

野战炮兵和要塞炮兵分开以后，步炮兵的情况也是这样；可以通

过更大的分工，或者通过本来所希望的简化野战炮兵的器材来克

服这里所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样，征集更多的超期服役军人也

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正是这类人，如果他们不胜任士官的职务，

在普鲁士军队中最不受欢迎。这真是反对长期兵役的一个好证据！

只有在拥有各种各样的器材的要塞炮兵中，在具有彼此不能完全

分开的多种工作部门的工程部队中，有经验的超期服役军人才是

受重视的，尽管这样的人在这里也是少见的。骑炮兵需要有和骑

兵相同的兵役期。

至于骑兵，凡是从小就习惯骑马的人，只需要短期服役，而从

头受训练的人，就必须长期服役。在我们这里很少有人从小就习惯

于骑马。所以改组计划中规定的四年兵役期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需

要的。对骑兵来说唯一真正的战斗形式是亮出马刀在密集的队形

中冲锋；要进行这样的冲锋，必需有最大的勇气和人们彼此间的完

全信任。因此，人们应当知道，他们可以彼此信赖，也可以信赖自己

的指挥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长期的服役。如果骑者对于他

所骑的马缺乏信心，那末这样的骑兵队也是完全要不得的。人必须

善于骑马，而为了使人相信他自己能驾驭马匹，也就是说几乎能驾

驭可能分给他的任何马匹，同样也需要长期的服役。对于这类部队

来说超期服役军人无疑是受欢迎的，他们愈成为真正的雇佣兵愈

好，只要他们喜爱这个职业。反对派将责难我们说，这意味着建立

一支由清一色的、准备参加任何政变的雇佣兵组成的骑兵队。我们

回答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骑兵将始终是反动的

９５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１８４９年的巴登龙骑兵７０），正如炮兵将始终

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事情不会由于超期服

役军人更多一些或者更少一些而有任何改变。况且在街垒战中骑

兵无论如何是不适合的，而大城市中的街垒战，特别是步兵和炮兵

在这种战斗中的行动，在目前决定着一切政变的命运。

但是除了增加超期服役军人的数目以外，在实行短期兵役时

还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加强内部的团

结。例如训练兵营就是这样的一种手段，陆军大臣冯·罗昂本人就

曾经把训练兵营称做补救短期兵役的一种手段。其次是合理地进

行训练，在这方面普鲁士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一种偏见，认为

在实行短期兵役时，为了弥补其短暂性，有必要强调阅兵行进中的

夸张的准确性，在操练时实行“机械式教练”，把腿举得高得引人发

笑，“膝盖不打弯地”踢向半空中，——这整套偏见是以明显的夸张

为根据的。普鲁士军队中一直在空谈这一切的必要性，直到它们最

终变成无庸置疑的原理为止。但是，士兵在操枪时如此用力地用枪

撞击自己的肩膀，以至于几乎跌倒，而且在整个队伍中发生了一种

在任何其他军队中所看不到的极不威武的战栗；这样做有什么益

处呢？最后，应当认为对青年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是弥补缩短兵役

期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只是必须注意，要在这方面

真正做出成绩来。不错，在所有的乡村学校中都设备了双杠和单

杠，但是我们可怜的学校教师们还不大会使用它们。最好在每一个

专区指派哪怕一个适合担任体育教师工作的退伍士官，并且委派

他来领导体育训练；要注意使青年学生逐渐学会列队行进，掌握排

和连的动作，并且清楚地知道相应的口令。经过六年到八年，这种

做法将会收到极大的成效，那时将有更多的新兵，他们的身体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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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壮。

我们已经说过，以上对改组计划所作的评论仅仅以实际存在

的政治条件和军事条件为出发点。这里还有一种设想，认为在目

前情况下法律规定步兵和步炮兵的兵役期为两年已经是最大限度

地缩短了兵役期。我们甚至认为，像普鲁士这样一个国家，如果

它在目前把规定的兵役期再缩短一些，那末，不论是什么政党执

政，都会铸成大错。现在一方面有法国军队，而另一方面是俄国

军队，并且有可能二者同时配合进犯；因此必须有这样的部队，它

们用不着在大敌当前时才去学习初步军事知识。所以，关于几乎

没有任何兵役期的民兵的幻想，我们丝毫不予以重视；人们所想

像的那种形式的民兵，目前对于一个拥有１８００万人口而且边境完

全没有设防的国家来说是不行的；即使在另外的条件下，所能实

行的也不是这种形式的民兵。

在叙述了这一切之后，也许有人要问：坚持普鲁士观点的众

议院同意改组计划的基本点吗？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考虑，我们回

答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严格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把服现

役两年、在预备队中服役三年、以及 岁以下的人在后备军中服

役定为法律制度，最后，恢复第一类后备军的基干，它就会同意

用已经实行的方式扩充基干，把和平时期的军队增加到１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人，把第一类后备军改为大规模的预备部队、或第二类野

战军、或要塞守备部队。这些条件能够实现吗？在关心辩论的人

们当中，只有少数人会否认，在“新纪元”７１，也许甚至更迟一些，这

是可能的。

资产阶级反对派持什么态度呢？

１６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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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鲁士资产阶级——它作为整个德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部

分，当时有权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竟然表现得如此缺

乏勇气，甚至在这个并不以勇敢见称的阶级的历史中也找不到类

似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当时发生的外部事件来解

释。１８４８年３月和４月，资产阶级曾经是局势的主人。但是，工

人阶级的独立活动一开始，资产阶级立刻就吓得惊慌失措，并转

身投入刚刚被它在工人帮助下战胜的那个官僚制度和封建贵族的

怀抱，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曼托伊费尔时期７２。最后，

“新纪元”到来了，而且是在没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任何帮助下到

来的。意外的成功冲昏了资产者的头脑。他们完全忘记了由于他

们自己屡次修改宪法、在官僚制度和封建主面前俯首听命（直到

恢复封建性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７３）、不断地从一个阵地退到另

一个阵地而给自己造成的局势。现在他们自以为重新当了局势的

主人，而完全忘记了正是他们自己使一切敌对势力得以死灰复燃；

这些势力从那时起就日益巩固起来，而且完全同１８４８年以前一样

把国家的实权抓在自己手里。就在这个时候，改组军队的问题好

像一枚投到他们中间的燃烧弹一样突然出现了。

资产阶级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来取得政权。既然资产阶级是一

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并且只能从工人那里找到兵士，那它就应当或

者是使自己同工人结成联盟，或者是从在它之上并与它对立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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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那里、即从王权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赎买政权。英国和法国资

产阶级的历史证明，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但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确实是毫无根据地——完全丧失了

同工人结成真诚联盟的意愿。１８４８年，德国工人政党在它还刚刚

开始发展和组织的时候，就打算在代价很低的条件下为资产阶级

做一点事情，但是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最小的独立运动甚于

害怕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

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７４从那时候起，这种对

于工人的神圣恐惧在资产阶级那里变成了传统的东西，直到最后

舒尔采 德里奇先生开始他的贮钱箱鼓动７５为止。这种鼓动是要向

工人证明，他们的最大幸福是终生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遭受资

产阶级的工业剥削，而且工人还应当亲自促进这样的剥削，通过

各种工业协会搞点额外收入，从而为资本家提供降低工资的可能

性。虽然工业资产阶级和骠骑兵中尉一样，无疑是德国民族中最

无知的阶级，毕竟这样的鼓动在德国人民这样智力发达的人民当

中显然没有获得长久成功的任何希望。资产阶级中间比较有远见

的人想必也懂得，这不可能得到任何成果，于是，同工人的联盟

又一次失败了。

为了用现金——当然是人民口袋里的现金——买来的政权而

同政府做的零星交易依然在进行。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实际权力

仅仅在于对税收的表决权，而且是非常有限的表决权。可见，本

来应当在这里用力，一个如此善于进行交易的阶级，一定能在这

里得到便宜。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普鲁士资产阶级反对派——它同十七世

纪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古典资产阶级完全相反——竟然以为，它不

３６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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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钱就可以赚得政权。

如果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并且充分考虑到提出军队改

组时的那些条件，那末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正确政策应当是什

么呢？如果资产阶级反对派考虑到自己的力量，那末它本来应当

知道，由于它刚刚被从曼托伊费尔时代所处的屈辱地位提升起来

——而它自己确实没有作任何努力——它当然没有力量阻止那个

已经开始实行的计划的实际执行。它应当知道，随着一次次会议

的毫无结果，愈来愈难以消除实际存在的新设施，而政府为征得

议会的同意而出的价钱将因之逐年减少。它应当知道，它还远远

不能委任或撤销大臣，因此，冲突拖延得愈久，它所遇到的倾向

于妥协的大臣也就愈少。最后，它应当知道，不把事情弄到极端，

首先对它自己有利。因为，在德国工人达到了那样的发展水平的

情况下，同政府的严重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独立的工人运动，从

而使它在紧急情况下又不得不二者择一：或是同工人结成联盟

——但是现在的有利条件已经比１８４８年少得多；或是跪在政府面

前说：《ｐａｔｅｒ，ｐｅｃｃａｖｉ！》〔“父亲，我犯了罪！”〕

因此，自由的进步党资产阶级７６应当公正地认真地研究军队

的改组计划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的扩充和平时期员额的问题，那样

它也许会获得与我们大致相同的结果。同时它不应忘记，它毕竟

没有能力阻止革新的初步实施（因为计划包括这样多正确的和需

要的东西），而只能延缓革新的最后确定。因此，它首先应当提防

不要立即采取与改组直接敌对的立场；相反，它应当利用这次改

组和为改组而拨的款项，以便用它在“新纪元”那里为自己买到

尽可能多的补偿物，用９００万或１０００万马克的新税换得尽可能多

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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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多少事情应当去完成啊！这里有曼托伊费尔关于出版

和结社权的全部立法；这里有原封不动地从君主专制那里承受来

的警察和官吏权力；通过对法院权限的争论而取消了法院的裁判

权；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首先是在曼托伊费尔时代流行的对宪

法的解释，为了与此对抗，需要确立新的宪法实践；这里有官僚

制度对城市自治的破坏，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东西，任何其他资

产阶级在类似情况下都会乐意用多向每个居民收半个塔勒的税为

代价来赎回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的活动稍微机灵一点，所有这一

切本来是可以得到的。但是资产阶级反对派有另外的想法。至于

说到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那末曼托伊费尔的法律恰恰规定

了一些使资产者感到安然自得的界限。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以温

和的方式反对政府；自由的增大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总是比给工人

带来的少，因而资产阶级宁愿忍受政府所施加的更大一些的压迫，

也不愿使工人得到进行独立运动的自由。对于警察和官吏权力的

限制，情况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认为，它通过“新纪元”的内阁已

经使官僚制度听命于它，并且由于这个官僚制度对工人保持充分

的自由行动而感到满意。它完全忘记了，官僚制度比任何与资产阶

级友好的内阁更加强大和更富有生命力。因此它以为，随着曼托伊

费尔的垮台到来的是资产阶级的千年王国，并且以为现在的事情

只在于不花一文钱就来收割资产阶级专制的成熟了的庄稼。

但是特别是在１８４８年以后的这些年来，已经消耗了那样多的

钱，国债增加那样多，税收提得那样重，怎么能够拨这么多的款呢！

亲爱的先生，你们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宪制国家的议员，而不知道

宪制是世界上最费钱的统治形式吗？不知道这种统治形式几乎比

波拿巴制度还要费钱，而波拿巴制度——ａｐｒèｓｍｏｉｌｅｄéｌｕｇ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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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就是用不断征收新税来抵偿旧税，因而

在十年内耗尽一百年的资源吗？有限的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

现在你们仍在幻觉中看见的那个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对宪法中规定的有关继续征收已经一度通过的税款的

保留条件怎么办呢？谁都知道，“新纪元”在索取钱财方面是多么

羞怯。由于改组的费用以正式规定的反让步作为代价被列入经常

开支，因此还需要作少许牺牲。问题在于投票表决用以抵偿这笔

费用的新税。在这方面可能有些吝啬，然而对此不能希望有比

“新纪元”内阁更好的内阁。要知道，如果资产阶级仍然像早先一

样继续当局势的主人，它也就会在其他方面掌握权力的新工具。

但是，如果把反动派的主要工具——军队——扩充一倍，反

动派不是就会更加巩固吗？在这个问题上进步党资产者陷入完全

不可解决的自相冲突中了。他们要求普鲁士扮演德国的皮蒙特的

角色，但是为此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他们有一

个暗中抱有同样观点的“新纪元”内阁，这是在目前条件下他们

所能有的最好的内阁。他们拒绝这个内阁加强军队。每天，从早

到晚，他们把普鲁士的光荣、普鲁士的伟大、普鲁士的威力的增

长挂在嘴边；但是他们拒绝普鲁士加强军队，虽然这种加强在程

度上只是同１８１４年后其他列强对本国军队的加强完全相当。他们

究竟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害怕这种加强会仅仅有利于反动派，会

使没落的军人贵族复兴，会使封建的、专制的官僚政党有机会通

过政变埋葬整个宪制。

我们假定，进步党资产者不希望加强反动派的力量的做法是

正确的，而军队是反动派的最可靠的支柱。但是有没有过比这种

改组——正是普鲁士在安宁的时候曾经见到的那样一个与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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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最友好的内阁所提出的改组——更好的机会使军队受议会控制

呢？一旦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拨款加强军队，是不是就不能同时

就军事学校、贵族特权和所有其他有争议的项目达成协议，并且

在增强军官集团的资产阶级性质方面获得保证呢？对于“新纪

元”来说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必须加强军队。它为了悄悄地实行

改组而采取的那些迂回手段，再好不过地暴露出它良心有愧和对

议员们心怀恐惧。应当双手抓住这一点；这是资产阶级再等一百

年也等不上的好机会。如果进步党资产者办事不像吝啬鬼，而像

大生意人，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从这个内阁那里零星地赚来！

现在就来谈谈改组对军官集团本身的实际结果。应当为增加

一倍的步兵营找到军官。军事学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

了。以前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现在表现出来

了；中尉的职务干脆被当做奖品奖给大学生、旁听生和所有受过

教育的青年人。凡是在改组后又看到过普鲁士军队的人，都认不

出它的军官集团了。我们这样讲并不是根据道听途说，而是根据

亲眼所见。特殊的军官行话几乎被排斥得干干净净，年轻军官说

普通的本族语；他们决不是一个闭塞的帮会，而是比１８１５年以来

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代表着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和全国各个省区。因

此，这个阵地已经由于事件的自然进程而被夺得；现在问题仅仅

在于保持住这个阵地，并且加以利用。但是进步党资产者忽视这

一切，他们继续胡说什么所有这些军官都是高贵的军校学生。但

是从１８１５年以来，在普鲁士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军官来自资产阶

级。

顺便说一下，我们认为普鲁士军官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战争中在敌人面前所表现的英勇行动主要是由于注入了这样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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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液。光是旧编制中的下级军官是不敢这样经常地冒生命危险

行动的。在这方面政府的看法是不错的，它认为对这些成就的

“辉煌灿烂”起重大作用的是改组；除此以外，改组对丹麦人还造

成了什么危险，我们不得而知。

最后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政变会由于和平时期军队的加强而

容易实现吗？军队是借以实现政变的工具，因此军队的任何加强

都会扩大实现政变的可能性，这完全正确。但是一个大国所需要

的军队数量不取决于实现政变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小些，而取决于

其他大国的军队的规模。谁走了第一步，也就应当走第二步。谁

接受了普鲁士议员的委任状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普鲁士的伟大

及其在欧洲的权威地位，谁就应当同意把必要的手段建立起来，没

有这样的手段就谈不上普鲁士的伟大及其权威地位。如果说必须

不扩大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否则就不能建立这样的手段，那末对

于进步党先生们来说也就更加不妙。如果在１８４８年他们的态度不

是那样胆小得可笑和那样笨拙，政变时期也许老早就过去了。但

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他们归根到底仍得承认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加

强军队的必要性，而不管自己对政变如何提心吊胆，除此以外他

们毫无其他办法。

然而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第一，和“新纪元”内阁商谈给政

变的这个工具拨款的问题，总比和俾斯麦内阁商谈好。第二，不

言而喻，对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不断采取的每个步骤，都

使得普鲁士军队愈来愈不适于作政变的工具。既然全体人民群众

都渴求自治，并且理解同所有反对自治的分了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那末２０岁到２１岁的青年必然也会卷入这个运动；即使他们在封

建军官和专制军官的指挥下，要借助他们来实行政变也将愈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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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国内政治发展的水平愈高，应征新兵的情绪就愈不可靠。甚

至目前在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也已经为这一点提供了

证据。

第三，实行两年制兵役足以与军队数量的增加相抗衡。扩充

军队使政府手中用来实行暴力政变的物质手段增加，实行两年制

兵役则在同样的程度上使暴力政变的精神手段减少。在兵役的第

三年，由于兵士整天死啃专制制度的条令和惯于俯首听命，在一

定的时候，而且就在兵役期间，可能带来某些后果。在兵役的第

三年，个别兵士在军事方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们的

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服役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于按照法奥制服

长期兵役的兵士。他们具有了职业兵的某些素质，而且作为这样

的兵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比年轻兵士更容易被利用。如果从

政变的可能性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从军队中解除第三年服役的

兵士一定能够与再征集６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人相抵。

可是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

不想否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了

解我们的资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甚至不用动员，单靠和平

时期的常备军，政变仍然可能发生。但是未必真的能够发生。为

了实行真正的政变，几乎总是需要进行动员。然而这时事情就转

到了另外一面。和平时期的普鲁士军队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在

国内被政府利用的纯粹工具；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队则完全不是

那样。凡是曾经有机会首先在和平环境而后在战争环境看到同一

个步兵营的人，都知道在人们的整个行动上以及在整个集体的性

格上前后有多么巨大的差别。人们参加军队时几乎还是儿童，现

在又回到军队时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带着日积月累的自尊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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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坚强的性格，这对于整个步兵营是有益的。兵士对军官的

态度和军官对兵士的态度立刻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步兵营在军事

方面大为增强，但是在政治方面——对于专制制度的目的来说

——它却变成完全不可靠的了。这种情况在进驻什列斯维希时就

已经可以看到，在那里使英国报纸记者感到极大惊奇的是，普鲁

士兵士到处公开参加政治游行，并且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远非正统

的观点。我们把这个结果——被动员起来的军队在政治上不适合

于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主要归功于曼托伊费尔时代和“最新

的”纪元。在１８４８年，情况还全然不是这种样子。

无论在改组以前还是在改组以后，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优点之

一恰好就在于，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之下普鲁士既不能进行不受欢

迎的战争，也不能实现会是持久的政变。因为，如果连和平时期

的军队也允许自己被利用来进行小小的政变，那末第一次动员和

第一个战争威胁就足以重新使全部“成果”发生问题。如果没有

战争时期军队的批准，和平时期军队在对付“内部杜佩尔”时建

立的英勇功绩只能有暂时的意义，而这样的批准将愈来愈难获得。

反动派的报纸宣称“军队”与议会相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显

然他们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军官。如果有一天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

即“十字报”７７的先生们为了实现政变而需要动员起来的军队，那

末可以肯定，他们将不能不对这个人民代表大失所望。

但是，归根到底，防止政变的主要保障并不在这里。这种保

障在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通过政变来拼凑一个会批准它征收新

的赋税和借款的议院，即使它组成了一个准备这样做的议院，在

欧洲也没有一个银行家会根据议院的这种批准就向它提供贷款。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在１８１５年的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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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后，以及在１８４８年之前多次试图得到钱而徒劳无益以后，现

在普鲁士已经享有这样的声誉，即没有议院的合法的和不容置疑

的决定，人们连一文钱也不会贷给它。就拿拉法埃尔·冯·埃尔

兰格尔先生本人来说，他甚至贷款给美国南部同盟派７８，但他未必

肯把现金贷给由政变产生出来的普鲁士政府。普鲁士应当把这一

点完全归功于专制制度的局限性。

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政府在需要钱的时候——这样的情

况迟早必然发生，——不得不亲自去找资产阶级要钱，但是在这

种情况下已不是去找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机构（这个机构最终会

知道自己正是为付款而存在的），而是去找大金融资本家，他们并

不反对同政府做笔好生意，他们用衡量任何一个私人的偿付能力

的尺度来衡量任何政府的偿付能力，至于普鲁士政府需要的兵士

多还是少，对他们是毫不相干的。这些先生只办理有三方面签字

的期票贴现，如果在期票上签字的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

有众议院，或者是由冒名顶替者组成的众议院，那末他们就会把

这样的期票当做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拒绝成交。

在这里军事问题即将结束，宪制问题已经开始。现在资产阶

级反对派的处境是，它必须或者在军事问题上取得胜利，或者失

去它尚享有的那一点政权残余；至于它由于什么错误和阴谋诡计

而陷入这样的处境，那是无关紧要的。政府已经对于它表决预算

案的全部权利表示怀疑。如果说政府迟早必定要和议院媾和，那

末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干脆耐心等待不是最好的政策吗？

既然冲突已经这样严重，无疑这是最好的政策。在可以被接

受的基础上同现存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十分可疑的。资产阶

级由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陷于这样的境地：它必须在这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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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问题上检验一下，它在国家中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微不足道

的东西。如果它取得胜利，那末它将同时获得任免大臣的权力，即

获得英国下院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如果它遭到失败，那末它永远

不会再经过宪制途径起任何作用了。

但是只有那些很不了解我们的德国资产者的人，才认为能希

望他们这样沉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中的勇气总是同它在这个

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一致的。在德国，资产阶级的

社会威力比在英国，甚至比在法国小得多；在德国，资产阶级没

有像在英国那样同旧的贵族结成联盟，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借助

农民和工人把贵族消灭。德国的封建贵族仍然是与资产阶级相敌

对的力量，而且是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力量。在德国，作为现代

资产阶级全部社会威力基础的工厂工业，尽管从１８４８年以来已有

巨大进步，但与法国和英国相比还是很不发达的。大量资本集中

在个别人手中的现象，在英国，甚至在法国都是屡见不鲜，而在

德国却很少有。因此，我们的整个资产阶级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

质。它的生活环境和它自己所能开辟的眼界都很狭小；难怪它的

全部思想方式也是如此狭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表现出为事

业奋斗到底的勇气呢？普鲁士资产阶级很清楚地知道，在它自己

的工业活动范围内是怎样依赖于政府的。经营权７９和行政监督像

梦魔一样困恼着它。每当它开办一个新企业，政府都可以加以阻

挠。在政治范围内尤其如此！当在军事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资产

阶级的议院只能表示拒绝，它迫不得已只能进行防御；而政府的

行动却是侵略性的，它按自己的意图解释宪法，迫害自由派官员，

取消自由派的城市选举，发动官僚制度暴力的全部杠杆，以便使

资产者懂得必须具有忠心耿耿的观点，它实际上在一个接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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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领阵地，从而获得了甚至在曼托伊费尔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地

位。同时，预算以外的财政开支和征税工作平稳地照常进行，而军

队改组随着自己一年年的存在而获得了新的力量。简而言之，远

景中的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一年年地获得更多的革命性质，而政

府在各个方面的天天增加的局部胜利愈来愈具有既成事实的形

式。此外，发生了完全不依赖于资产阶级，也完全不依赖于政府

的工人运动，它迫使资产阶级或者向工人作出十分不愉快的让步，

或者准备在决定性时刻没有工人的帮助就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

下，普鲁士资产阶级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

呢？从１８４８年起它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就其本来意义

说，——但是从本届议会召开时起就不断在进步党中清楚表现出

来的妥协渴求，并没有说明这一点。我们耽心，资产阶级在这一

次仍然难免自己叛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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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组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府和资产阶级

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采取什么态度呢？”

为了充分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工人阶级需要比目前四分五

裂的德国的各邦更加广阔得多的舞台。国家的分裂状态将是无产

阶级运动的障碍，它在无产阶级心目中永远不会获得存在的权利，

并且永远不会是无产阶级认真考虑的对象。德国无产阶级不想理

睬帝国宪法、普鲁士领导地位、三位一体８０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除

非是为了把这一切永远清除掉；普鲁士邦需要多少兵士才能勉强

维持其大国地位，这个问题在德国无产阶级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军

事负担是否由于改组而加重一些，这对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来说，是没有重大意义的。可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实行得是否彻

底，对工人阶级便不是无关紧要了。学会掌握武器的工人愈多愈

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对普选权的一个必要的和自然的补充；它

使选民有可能用手中的武器来实现自己反对发动政变的任何企图

的决定。

愈来愈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鲁士军队改组中唯

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东西。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工人政党在政府和议院之间由此而

产生的冲突当中应当采取什么立场？

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正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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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近百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实现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彻底变

革，起初是在工业方面，后来是在农业方面；由于这个革命的结

果，参与生产的只有两个阶级：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

的资本家阶级，和既没有劳动工具、原料，也没有生活资料，而

必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向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因此，

现代无产者仅仅同一个敌视他、剥削他的社会阶级——资本家阶

级、资产者——直接发生关系。在这种工业革命彻底实现的国家

中，例如在英国，工人实际上只同资本家发生关系，因为农村的

大土地租佃者也不外是资本家；贵族仅仅靠自己地产上的地租过

日子，它同工人没有任何社会接触点。

在这种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实现的国家中，例如在德国，情况

就不同了。在德国还保存有早期的封建关系和后期的封建关系中

的许多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搅混了社会环境（ｍｅｄｉｕｍ），使

德国社会制度失去了英国发展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单纯的、明显的、

典型的性质。在德国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环境里，在完全现代化的

资本家和工人当中，还有一批非常令人吃惊的活生生的太古生物：

封建老爷、领主裁判所、土容克地主、体罚、参政官、地方官、行

会制度、职权范围的冲突、行政处分权等等。而且我们看到，在

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所有这些还活着的古生物都联合起来反对资

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新时代最强大的阶级的资产阶级，

则以新时代的名义向它们要求政治统治。

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

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

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

工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较少地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

５７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作政党——三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品的分配；它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商业。旧的市民阶级是社会上最

稳定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却是社会上变化最大的阶级；破产

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经常现象。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

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

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

存在一样充满矛盾；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

它的政治使命是促进资产阶级反对旧社会残余、特别是反对它本

身的软弱和怯懦的斗争，帮助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

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

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

解放。

在腐朽的旧社会的残余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过程中，

不论何处，迟早都会出现斗争双方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的情况。这

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工人阶级自己开始进行活动的时候。衰亡的社

会的封建和官僚代表号召工人同他们一起向工人的唯一敌人资本

家吸血鬼进攻；而资产者向工人指出，他们共同代表着新的社会时

代，因此在对待衰亡的旧社会形式的关系上，他们的利益无论如何

是一致的。同时工人阶级也逐渐地意识到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它

有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相继顽强地提了出来：工人政党应

当对斗争的双方采取什么态度？

这首先取决于工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那部分已经意识到共

同的阶级利益的人，为了阶级利益而力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据了解，德国的先进工人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工人从资本家手

中获得解放，其途径就是把属于国家的资本转交给联合起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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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便在不要资本家的条件下共同地进行生产；而实现这一目的

的手段是通过直接的普选权取得政权。８１

有一点已经很明显：不论是通常被直接称为反动派的封建官

僚政党，还是自由的激进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想自愿地向这些要求

让步。但是要知道，无产阶级自从组织起独立的工人政党时起，就

逐渐成为一种力量，而对于力量是不能不重视的。两个敌对的政党

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一定的时候它们将愿意向工人作一些虚假

的或真正的让步。工人能从哪一方获得最大的让步呢？

对反动政党来说，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存在已经是眼中钉。它的

力量取决于现代社会发展是不是再次停顿或者至少减缓速度。否

则一切有产阶级都会逐渐变成资本家，一切被压迫阶级都会逐渐

变成无产者，而反动政党也会自然而然地消逝。如果反动派是彻底

的，那它当然力求取消无产阶级，但是其途径不是让无产阶级向自

己的联合前进，而是让它倒退，即让现代无产者重新变为行会帮工

和农奴式或半农奴式的依附农民［ｂａｕｅｒｌｉｃｈｅＨｉｎｔｅｒｓａｓｓｅｎ］。这样

的变化能使我们的无产者满意吗？如果这种事情可能发生，那末

他们是否愿意重新受行会师傅和“仁慈的老爷”的父亲般的监护

呢？当然不愿意！要知道，正因为工人阶级脱离了原先一切虚假

的财产和虚假的特权，正因为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了公然的对

抗，这个统一的、人数众多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存在，

以及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再说，这种历史倒

退是完全不可能的。蒸汽机、机械化的纺纱机和织布机、蒸汽犁

和蒸汽脱粒机、铁路和电报、现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得这种荒唐

的倒退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它们正在逐渐地和坚定不

移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残余，并且把前一时期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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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一切小的社会矛盾溶解到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全世界历史

意义的唯一对抗之中。

资产阶级恰恰相反，它没有任何其他历史任务，它的任务只

是把上面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和交换手段加以全面地发

展并提到最高的水平；借助自己的信贷组织把那些世世代代流传

下来的生产资料——土地——也攫为己有；借助现代化的劳动工

具发展一切生产部门；消灭封建生产和封建关系的一切残余，从而

把整个社会归结到资本家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单纯

的对抗中。随着社会的阶级矛盾的简化，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

起来，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阶级觉悟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也在

更大程度上增长起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威力的这种扩大，无产阶

级才逐渐成为多数，成为国家中压倒的多数，就像英国那样，但是

德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农村的各种各样的农民，城市

的小工匠、小商人等等，与无产阶级相比还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反动派的每个胜利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且必然推迟

工人的胜利。相反，资产阶级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同

时也是工人的胜利，有助于彻底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能使工人战胜

资产阶级的日子更快地到来。

现在让我们把１８４８年德国工人政党的状况同目前的状况比

较一下。在德国还有不少老战士，在１８４８年的前夜，当德国工人政

党刚开始筹建时，他们就参加了这一工作，革命后，趁当时条件许

可的时候，他们又帮助把它建立起来。他们都知道，即使在暴风雨

时代，为了发动工人运动，支持这一运动的发展，排除反动的行会

分子，不知花费了多大力气，而在过了几年以后，这一切又都沉寂

下来。如果说现在工人运动可以说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末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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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什么产生的呢？这是由于从１８４８年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德

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由于它消灭了大量的小工匠和其他处于工

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分子，直接把工人群众和资本家对立起来，

简单地说是由于它在以前没有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人数极少的

地方造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工

人政党和工人运动就变成了一种必然性。

这并不是说，就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时刻，即反动派觉得向工

人让步似乎对自己有利。但是这永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让步，这

样的让步永远没有政治性质。封建官僚的反动派既不会扩大选举

权，也不会给予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更不会限制官僚制度

的权力。反动派所作的让步，目的总是在于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

且这种让步丝毫不会扩大工人的政治威力。例如在英国曾违反厂

主的愿望通过了对工厂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在普鲁士可以

要求政府认真执行关于工厂工作时间的命令（现在这只不过是一

纸空文），更进一步，还可以要求给予工人联合权８２等等，而且这

也许是能争取到的。然而，不管反动派方面作出什么让步，有一

点是不变的：取得这些让步不需要工人作出任何相对的服务；这

是公平的，因为反动派已经由于使资产阶级感到烦恼而达到了自

己的目的，工人也就不应当去感谢反动派，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

感谢反动派。

但是还有一种反动派，它近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且在某

些人当中非常时髦；这就是那种现在被人们称做波拿巴主义的反

动派。波拿巴主义在下面这样的国家中是必然的国家形式，那里

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中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农村却被小

农在人数上所压倒，它在伟大的革命战斗中被资本家阶级、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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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和军队打败了。在法国，巴黎工人在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大战中

遭到了失败，而资产阶级由于这次胜利也弄得精疲力竭。它意识

到，它不能再经受一次这样的胜利。名义上它还在统治，但是它

的统治又太软弱无力。军队——真正的胜利者——上升到了第一

位，它所依靠的是主要为它补充兵员的那个阶级，即希望不受城

市煽动者扰乱的小农。这种统治的形式当然是军事独裁，它的天

然的领袖是它的天生的继承者路易·波拿巴。

波拿巴主义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态度的特点是：它阻止他们互

相攻击。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进攻，鼓励两

个阶级之间微小的和平冲突，而在所有其余方面则不准它们有丝

毫政权征兆。既没有结社权，也没有集会权，也没有出版自由；有

普选权，然而是在这样一种官僚制度压迫下的普选权，反政府的

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警察的横行霸道，这种横行霸道甚

至在警察国家的法国也从来没有见到过。除此以外还直接收买资

产阶级当中和工人当中的某一部分人，收买第一种人所使用的手

段是大量的贷款欺骗，小资本家的钱由于这样的欺骗而跑进大资

本家的口袋；收买第二种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国家建设工作，

这样的工作除去集中了天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以外，还在大城

市里集中了人为的、与帝国有联系的、从属于政府的无产阶级。最

后，就是通过假的英勇战争使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可是这种得

到欧洲最高当局许可的战争总是为了反对当时共同的替罪羊，并

且总是在胜利预先得到保证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不论工人还是资产阶级所能得到的最

多不过是：它们在斗争中得到喘息机会，工业——在其他有利条

件下——猛烈发展，从而为新的更激烈的斗争创造因素，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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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不再需要的时候，斗争将立即爆发。如果希望工人从政府那

里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就最愚蠢不过了，因为这个政府正是

为了制止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存在的。

现在来谈我们专门分析的情况。普鲁士反动派能给工人政党

提供什么？

这个反动派能不能让工人阶级真正参加政权呢？当然不能。第

一，在现代历史上，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还没有一个反动政

府这样做过。第二，在普鲁士当前的斗争中，问题恰好在于，政

府是把全部实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呢，还是说它应当同议会分享权

力。的确，政府采用一切手段，剥夺资产阶级权力，并不是仅仅

为了以后把这种权力赠送给无产阶级！

即使没有议会代议机关，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也能保持它们

在普鲁士的实权。它们在宫廷、在军队、在官吏中间的传统地位

使它们的这种权力得到保障。它们甚至无须希望有单独的代议机

关，因为在曼托伊费尔时期存在过的贵族和官吏的议会，目前在

普鲁士要想长期存在还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并不反对让整个议

会制度滚蛋。

相反，资产阶级和工人只有通过议会代议机关才能真正有组

织地利用政权，而这个议会代议机关只有在得到参加讨论和表决

的保证时才有一点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它能掌握“钱柜的钥

匙”，它才有一点价值。但是正如俾斯麦自己承认的，他所要阻挠

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要问：使这样一个议会丧失一切权力，也

就是说使工人自己打算通过争得直接的普选权而参加进去、并且

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其中成为多数的那个议会丧失一切权力，是对

工人有利的吗？难道动员一切宣传力量为了加入这样一个归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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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会是毫无作用的机构，是对工人有利的吗？当然，不是！

可是，假定政府废除了现存的选举法并且恩赐直接的普选权

呢？好吧，假定这样！假定政府玩弄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把戏，而

工人赞同这样的做法，那末他们就是事先认为政府有权力通过新

的恩赐再次废除直接的普选权，只要它愿意这样做的话。而在这

样的情况下这种直接的普选权还有什么价值呢？

假定政府恩赐了直接的普选权，那末它定会事先用一种保留

条件来限制它，使它不再成其为直接的普选权。

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末只要到法国去一趟就可以

相信，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

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没

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

害的选举。通过直接的普选权进入法国议会的工人代表多吗？要

知道，法国无产阶级比德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

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

两倍，也就是说，在德国有２３的人靠农业为生，１３靠工业为生。

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

句话也就是说，有１３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有２３的工人听命于

封建老爷。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说一句

气愤话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

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他们同资本家一样，是德国工人的直接敌

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领地上的宗法式的经

营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Ｈａｕｓｌｅｒ］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

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

２８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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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神甫、农村一贯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们同整个世界

的隔绝，则在这方面起了补充作用。农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

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

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

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而这是

哪个阶级呢？在德国这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贵族阶级。但是甚

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贵族早已

失去了任何政权——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

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际的社会力量和

政治力量以及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

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

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

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

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

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坦率而必要的解释会鼓励封建主发表有利于直接的

普选权的言论。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些。

或者，也许政府限制（如果一般地说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什么要

限制的话）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仅仅是为了把

自由的出版、自由的结社权和集会权作为礼物赠给工人吧？的确，

工人运动不是在安安稳稳地、毫无阻碍地走自己的道路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

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

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

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

３８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作政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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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

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出版、结社和

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

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

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鼓动；一旦这种鼓动有危险的时候，它

们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是，工人对这个问题要看得很清

楚，不要犯资产阶级在“新纪元”时期犯过的错误，那时资产阶

级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

人设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

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

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普鲁士现存政府并没有愚蠢到自己切断自己的脖子。一旦反

动派真的把某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作为诱饵扔给德国无产阶级，那

时可以希望，德国无产阶级将用古老的“希尔德布兰德之歌”８３中

的豪迈辞句来回答它：

  Ｍｉｔｇｅｒｕｓｃａｌｍａｎｇｅｂａｉｎｆａｈａｎ，ｏｒｔｗｉｄａｒｏｒｔｅ

  “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

至于说反动派可能向工人作的那些社会性让步——缩短工厂

的工作日、更好地遵守工厂法、承认联合权等等——那末所有国

家的经验都证明，反动派这样做并不需要工人给它任何东西作为

交换条件。反动派需要工人，而决不是工人需要反动派。因此，当

工人在自己的独立鼓动中坚持这些要求时，他们就能指望这样的

时刻到来，那时反动分子将提出同样要求，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使

资产阶级苦恼；工人则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而

一点也用不着感谢反动派。

４８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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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工人政党除了那些用不着乞求就能得到的微小

让步以外，从反动派那里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那末它从资

产阶级反对派那里能够期待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时代的产儿，它们在

自己的社会活动中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渣滓。的确，它

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是单独地对立

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只有把旧的废物从船上抛到水

里，“船才能投入战斗”，但是区别只在于，这一次不是在两只船

之间展开战斗，而是在同一只船上，在军官和水兵之间。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

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

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

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

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

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

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

它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但是它毫无疑问能够要

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就得到

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

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

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因此，在资产阶级还忠于自己时，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

行斗争，是对工人有利的。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来的每个成

果，在这种条件下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德国工人也本

能地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德国各邦都完全正确地投票赞成那些有

５８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作政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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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当选的最激进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如果它出卖自己本身的阶

级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原则，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工人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推动资产阶级违反它的意愿前进，尽可能地迫使

它扩大选举权，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

造取得运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１８３２年议会改革以来的英国

工人、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法国工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正是

通过并且借助这一运动——它的最近目的是纯资产阶级性质的

——比通过其他途径更多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和组织程度。这样

的时机必然到来，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勇气不足的情况下随时随

地都会背叛自己。

另一条道路是工人完全脱离资产阶级运动，让资产阶级听天

由命。这种情况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后在英国、法

国、德国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有在尽了巨大努力而在当时又没

有收到效果、阶级需要一个喘息机会时才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

处于健康状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这会等于

在政治上完全弃权，而一个本性如此勇敢的阶级，一个没有什么

可以丧失、而且应当获得一切的阶级，决不能长时间这样做。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

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

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

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

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

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

６８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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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不言而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工人政党决不会只是当资产

阶级的尾巴，而会以完全与资产阶级不同的独立政党的姿态出现。

它将在一切问题上提醒资产阶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

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而且工人是了解这一点的。它将保持并发

展自己本身的组织来同资产阶级的党的组织相对抗，而且只能像

一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那样同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它将通过这样

的途径保证自己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向各个工人解释他们的

阶级利益，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

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着——准备

好采取行动。

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工人政党在普鲁士宪制冲突中的政

策：

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

织的政党；

尽可能地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促使它制定一个更加激进

的纲领并遵循这个纲领；无情地抨击和嘲笑它的每个不彻底的步

骤和每个弱点；

至于军事问题本身，让它按自然的进程发展好了，同时要清

楚地意识到，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进行自己的、德国的“军队

改组”；

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

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

７８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作政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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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的声明８４

下列签名人曾经答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允许在

撰稿人名单上公布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

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须按照向他们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

精神进行编辑工作。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

困难处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柏林时宜的要求。但是他们

一再要求至少要像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内阁和封建专制

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们不可能再继续为它

撰稿。下列签名人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对

工人政党对这类欺骗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的看法，已经在１８４７年９

月１２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７３号上，在他们回答当时科

伦出版的“莱茵观察家”第２０６号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同“政

府”结成反“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的时候详尽地发挥过了。８５

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３日于伦敦和曼彻斯特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３日“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２９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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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

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８６

最近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将出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的名为“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小册子（定价６银

格罗申）。同最新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①相反，作者在这本小

册子中再度捍卫了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年无产阶级著作界代表们所坚持

的观点，并就目前正在讨论的军事问题和预算问题发挥了这个观

点，既反对了反动派，也反对了进步党资产阶级。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３日“柏林改革

报”第５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

９８

① 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７日恩格斯在给卡·济贝耳的信中所附的关于这一小册子的简

介中这样说明了这个策略的本质：“最新的‘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亲俾斯麦

方针使‘新莱茵报’的代表不可能参加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的工作。”

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刊登的那篇简介中有上面这句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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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

决议最初方案８７

（１）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批准由公民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津

组成的巴黎分部理事会，并且对他们的热心的活动表示感谢。

（２）最好能够吸收公民比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分部理事

会。８８

（３）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感谢公民勒弗尔加入国际协会的组织，

并且衷心地希望他以巴黎分部理事会的ｈｏｍｍｅｄｅｃｏｎｓｅｉｌ〔顾问〕

身分进行合作，然而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强使公民勒弗

尔在巴黎分部理事会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４）委派公民维克多·席利为伦敦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

作为这样的代表，他应当只同巴黎分部理事会协同工作。他

将行施ｄｒｏｉｔｄ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监督权〕，而巴黎分部自己也认为必

须承认这种监督权是中央委员会的一种由当前政治情况决定的必

然属性。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４日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９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

冲突的决议８９

第一项决议。既然公民托伦屡次申请辞职，而中央委员会又

每次都拒绝满足他的要求，那末委员会现在只好让公民托伦和巴

黎理事会再次讨论一下，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样摆脱职务是否适宜。

中央委员会事先批准理事会对这个问题所通过的任何决议。９０

第二项决议。中央委员会考虑到国际工人协会的３２个会员于

２月２４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所表示的愿望，并忠于人民的主权

和自治的基本原则，决定废除自己关于为法国报刊委派正式辩护

人的决定。同时委员会借此机会特向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位发起人、

一位有功绩的社会活动家公民勒弗尔表示深切的敬意；９１——其

次，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ｏｕｖｒｉｅｒ〔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

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９２。

第三项决议。中央委员会决定批准现有成员组成的理事会，并

决定吸收公民万萨德参加理事会。

第四项决议。中央委员会恳切地建议巴黎理事会同公民勒弗

尔和贝律兹达成协议，使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批工人在理事

会中有三名代表。中央委员会虽然表示这样的愿望，但是没有权

利并且也不打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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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承认中央委员会的直

接代表，中央委员会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黎理事会的代

表。

席利的个人指示

“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勒弗尔的一派人有权

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七条①）在得到会员卡以后建立协会的地方

支部。”

应当把这一点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ｅｍ〔作为一种威胁〕机密地通知弗里

布尔及其一伙，以便迫使他们在勒弗尔和贝律兹（人民银行９３的经

理）真诚地努力使自己的一派人成为协会会员的条件下作出必要

的让步。

卡·马克思写

１８６５年３月７日由总委员会批准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２９ 卡·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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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

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９４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

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①

这本极为重要的小册子共分三章。

在第一章中作者从军事科学观点批评了普鲁士军队的改组。

他认为主要缺陷在于这个改组计划“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

义务兵役制，——这种制度没有作为军队的强大预备队的后备军

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奥基干制”。

在第二章中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对军事问题的态

度。作者得出如下的结论：

“现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处境是，它必须或者在军事问题上取

得胜利，或者失去它尚享有的那一点政权残余；至于它由于什么

错误和阴谋诡计而陷入这样的处境，那是无关紧要的…… 普鲁

士资产阶级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呢？从１８４８

年起它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从本届议会召开时起就不断

３９

① 《Ｄｉｅ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ｆｒａｇｅｕｎｄ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ｉ》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ＯｔｔｏＭｅｉｓｓｎｅｒ）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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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党中清楚表现出来的妥协渴求，并没有证明这一点。”①

在第三章中作者研究了关于“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组”的

态度以及“对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宪制冲突”的态度的问题。他

的回答可以归纳如下：

“愈来愈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鲁士军队改组中唯

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东西。”②

工人阶级在宪制冲突中应当采取的政策是，“首先，在目前条

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尽可能地

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

‘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３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８日“海尔曼”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海尔曼”报

４９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８７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４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１—７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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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

撰稿的原因的声明９５

冯·施韦泽先生在发表吕斯托夫先生和海尔维格先生关于不

再作撰稿人的声明（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１号）时写了一篇

后记，他在后记中附了一篇从伦敦寄给“新法兰克福报”的文章，想

以此证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的行为多么前后不一和本质

上多么没有根据”。他企图捏造事实。因此我们作以下的事实核对。

１８６４年 月 日冯·施韦泽先生书面通知我关于创办全

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并且顺便作了有关

这件事的如下报道：

“我们向大约６—８个经过考验的党员呼吁，或者至少是向靠近党的人呼吁，希望

他们撰稿，而且几乎可以不用怀疑，他们会表示同意。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您，德国

工人政党的创始人〈着重号是冯·施韦泽先生自己加的〉①和它的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

帮助我们撰稿，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联合会在严重的斗争中遭到巨

大损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它的产生间接地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

随这封邀请信附来一份“作为手稿印行”的纲领。尽管现在

冯·施韦泽先生追随着“新法兰克福报”自欺欺人地说这个纲领

５９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是以拉萨尔的口号为基础”，或者说“在旗帜上写着拉萨尔的名

字”，而实际上在这个纲领里既没有拉萨尔的口号，也没有拉萨尔

的名字。纲领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整个强大的

德国是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资本的统治”。我和恩格斯

就是由于这个纲领才答应撰稿的。

１８６４年 月 日冯·施韦泽先生来信说：

“如果您还想对纲领的公布提一些意见，请尽快寄来。”

我没有提任何意见。

接着冯·施韦泽先生问我：

“我们〈编辑部〉希望您时常撰稿，不知我们的希望能否实现，此外，不

知您是否允许我们把这点通知我们的读者？”

我和恩格斯要求首先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将要在什么样的

一伙人当中公开露面。冯·施韦泽先生后来列举了撰稿人的名字，

并补充说：

“如果这些先生之中任何一位的参加对您有妨碍，那末希望问题会得到

解决，假如您注意到在本报的撰稿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严格的一致。”

月 日冯·施韦泽先生写道：

“您和恩格斯的表示同意，在党内传开之后引起了极大的欢腾。”

在最初试办的两号报纸中就已经包含着某些引人怀疑的东

西。我提出了抗议。而且我顺便表明我因下面的事情而感到愤慨：

从私人的信（这封信是我得知拉萨尔去世后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

夫人的）中摘录一些吊唁的话，不经我签字同意就发表出来，并

且蛮横无理地加以滥用，对拉萨尔敲起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

“祭钟”。１２月３０日冯·施韦泽先生回答我说：

６９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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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请体谅我们，事情会逐渐就绪，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好事不可能一下

子做出来，因此我希望您放心地观察一个时期。”

这时已经是 年 月 日，当时我手里只有试办的最初

几号报纸！

１８６５年１月初，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最初几号中的一号

被没收后，我向冯·施韦泽先生祝贺这个事件，并且说，他应当

公开同内阁决裂。

当蒲鲁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要求我写一篇关于蒲鲁东的

文章。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很快就把文章寄了出去，不过我也利

用了这个机会，为的是现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来说明，“向现存政

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都违背“简单的道德感”，而蒲鲁

东在政变以后向路·波拿巴的献媚是“卑鄙”①。在同一个时候恩

格斯把一首古代丹麦农民歌曲②的译文寄给他，想通过对这首歌

曲的解释来暗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必须同顽固不化的容

克地主作斗争。

可是，在同一个 月份里我不得不重新向冯·施韦泽的“策

略”提出抗议 。 月４日他回答我说：

“至于谈到我们的策略，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设法首

先站稳脚跟，云云。”

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来自巴黎的通讯中的诽

谤，迫使恩格斯和我发表了一篇声明③，在声明中我们顺便谈到，

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断定我们的意见得到了证实：“巴黎的无产

７９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４０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７—３９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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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还像过去一样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

伊勒里宫式的和罗亚尔宫式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贪图小便

宜而出卖自己的作为革命先进战士的历史的长子继承权。”声明最

后说：“我们把这个榜样介绍给德国工人。”

同时巴黎通讯记者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１号上更正了自

己过去的报道，这就使我们的声明失去了直接的理由。因此我们

对于冯·施韦泽先生拒绝刊登这篇声明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当

时我写信告诉他：“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我们关于工人对普

鲁士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看法。”终于，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

用实际的例子，用关于联合的问题向他说明，他的“策略”即令

是真正出自纯正的动机，也依然有很大缺陷。９７他在２月１５日回答

我说：

“如果您愿意像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那样，向我说明一些理论（！）问题，那

我会感激地接受您的这种训诫。至于当前的策略中的实际问题，那末请您注

意，为了要判断这些情况，必须处在运动的中心。因此，您不论在任何地方

和用任何方式表示您对我们的策略的不满，那对我们都是不公正的。您只有

在确切了解情况的时候才能这样做。另外，请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

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的传统的约束。要知道，事物

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ｏ〔实际上〕总是带有某些复杂性。”

我和恩格斯关于不再做该报撰稿人的正式声明①，就是对施

韦泽的这个最后通牒的答复。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５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９日

“柏林改革报”第６７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

８９ 卡·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８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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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致“柏林改革报”９８编辑部的声明

我从寄到我这里的“改革报”第６８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３７号上看出，张皇失措和说谎成性的冯·施韦泽先生企图摆脱

他自己制造的“可爱的障碍”①。Ｈａｂｅａｔｓｉｂｉ！〔听其自便！〕但是

我决不允许他把我３月１５日的声明②变成关于拉萨尔的声明，在

这个声明中我只是使他有可能给他自己作个鉴定而已。保留在我

手中的将近十五年来拉萨尔和我的通信，使得施韦泽及其一伙根

本没有可能来歪曲我们的私人关系，或者怀疑我对拉萨尔的鼓动

采取中立态度的动机。至于拉萨尔的理论著作对我的著作的态度，

那是学术批评的事情，以后可能有机会来分析这一或那一问题。但

是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对拉萨尔的悼念的尊重，都不允许我把这

样的事情变成同造谣中伤者在报纸上进行争论的题目。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３月２８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载于１８６５年４月１日

“柏林改革报”第７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９９

①

② 见本卷第９５—９８页。——编者注

海涅“新春曲”。序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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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人类的主席”９９

正当我从荷兰返回伦敦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第３９号

上献给我一个由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亲手烤制的Ａｓａｆｏｔｉｄａ
１００

馅饼，它主要是用福格特的诽谤的残渣做成的，我在１８６０年伦敦

出版的“福格特先生”１０１一书中对福格特的捏造进行了有法律根据

的反驳。但是“人类的主席”伯恩哈特先生完全违反了自己的习

惯，这一次并不限于简单地抄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试图说一点

自己的东西。

“人类的主席”说：“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通过德朗克把手稿典当了１０００塔勒，这

份手稿被跟踪伦敦流亡者的间谍、普鲁士警官施梯伯赎了出来。”

我们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在他亲自宣读的主席报告中间曾三

次愈来愈匆忙地回到这个“事实”上来。

我在“福格特先生”一书第１２４页上的注释１０２中说：

“我本人于１８５０年在伦敦认识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

——现在的图尔将军。他把科苏特亲自给他弄的证明书给我看，这

样他就用简单的方式打消了我由于他同各色各样的党派——奥尔

良派、波拿巴派等等——玩弄骗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

交往而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早已是克拉普卡手

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现在被任命为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非现实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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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警察总监。他作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秘密长官，自然应当

有一条‘公开的’门路通向为各邦政府服务的警察局。１８５２年夏

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转交给一个柏林书商的手稿藏起来，并且

把这份手稿交给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１０３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

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巴黎的一个匈牙利

人（瑟美列），以及班迪亚的谜由于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的参与

而被彻底揭开之后，我便于１８５３年初给‘纽约刑法报’寄去一篇

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１０４。”

可见，“人类的主席”没有读过我在十三年前发表在“纽约刑

法权”上的那篇详细揭露班迪亚的文章，当时班迪亚还住在伦敦。

要不然，他也许会使自己的捏造多少适合于实际情况。然而他既

然这样完全献身于自己的迷人的幻想的游戏，那还有什么东西能

比美妙的联想——伦敦和典当——更适合这种游戏呢？但是我可

以担保，伯恩哈特·贝克尔从来没有典当过自己的手稿。

“人类的主席”赐予了以下的补充：

“当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维也纳的‘信使报’出版时，马克思想找

我〈即伯恩哈特·贝克尔本人〉当这家报纸的记者，而且他避而不谈新报纸

（据他说这份报纸已寄给他）的半官方性质；相反，他强调说我可以把很尖锐

的文章寄到那里去。”

当时伯恩哈特·贝克尔还不是“人类的主席”，并且有一个不

变的习惯：为伦敦的“海尔曼”报拙劣地写些“极其平淡的文

章”，在他由于某种原因悄悄地从伦敦溜走之前不久，在一个美丽

的夜晚（在这以前我只偶尔见过他一两次）他亲自跑到了我的家

１０１“人 类 的 主 席”

① 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ｕｍ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

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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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的出现使我感到惊奇。他在我面前哀哀抱怨自己的不幸命

运，并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一个记者的工作，以救济他的急需。我回

答说，几天以前科拉切克先生通知一位政治流亡者、西蒂的商人西

·波克罕先生说，在维也纳创办了一家新的、似乎“非常自由的”报

纸，他还给他寄了几号试办的报纸并要他代为招聘一个伦敦记者。

为了满足伯恩哈特·贝克尔所表示的热烈愿望，我答应为此去找

那位总是热心为流亡者效劳的波克罕先生。我记得伯恩哈特·贝

克尔甚至写了一篇或几篇试验性的文章寄到维也纳。原来是他想

当“信使报”记者而没有成功这件事证明我同奥地利政府有联系！

显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以为，如果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授予

他职务，那末上帝就会赐给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必要智慧！

伯恩哈特·贝克尔接着说：“李卜克内西还经常地影响啥茨费尔特伯爵

夫人，想唆使她反对联合会，马克思也给她打电报和写信。”

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以为，我也完全像他自己那样“经

常”认真地看待根据遗嘱转交给他的那个高位１０５！在拉萨尔死后我

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信的内容是向她表示慰问，回答她向

我提出的有关编写一本论拉萨尔的小册子的各种问题，以及说明

关于要求我反击某个诬蔑拉萨尔的人的问题，这一点我已经做

了。①可是，为了避免误会，我认为有必要在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２２日的

信中提醒伯爵夫人，我并不同意拉萨尔的政策。我们的通信就这

样结束了，通信中只字未提联合会。１０６。”伯爵夫人还请求我立即写

信告诉她，在编好的小册子中附上几张肖像合适不合适。我打电

报回答说：不！这唯一的一封电报在同作为诗人和思想家一样伟

２０１ 卡·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２４—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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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语言学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那里竟变成了多数。

他说什么，我在这以后还参加过某个反对他的运动。我对这件

极端重要的事情所采取的唯一的步骤是：有人从柏林写信告诉我，

某些集团想迫害伯恩哈特·贝克尔，原因是他不愿意利用“社会民

主党人报”和联合会来宣传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加入普鲁士

的主张。１０７同时还请求我把这个“阴谋”预先告知在佐林根的克林

格斯先生——由于我们先前的联系，人们认为我对他会有一些影

响——和在日内瓦的菲力浦·贝克尔先生。我这样做了——对前

者的预告是通过一个巴门的朋友①，对后者的预告是通过我在巴

黎的朋友席利，同我一样，当时席利以为“人类的主席”总还有

点人性，并且他的确做得也还不坏，哪怕只有这一次。而现在他

当然会给事实赋予完全相反的意思——简直是个辩证法家！

但是“人类的主席”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语言

学家和辩证法家。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理学家。我患了

一年半的痈病，这病碰巧在拉萨尔死后又延续了六个月，他说我

这种紫红色病症是由于“对拉萨尔的伟大的黑色嫉妒”。

他慷慨激昂地补充说：“但是他没有敢于冒险反对拉萨尔，因为他很清

楚，如果他这样做，那人就会用自己的大棒把他打死，就像打死巴师夏—舒

尔采那样。”

但是，拉萨尔恰好在他关于“巴师夏一舒尔采”这一最后的

著作１０８中极度地颂扬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１０９，说我的这本书是“划时代”的作品，是“杰作”，并且把它

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相提并论。于是，伯恩哈特·贝克

３０１“人 类 的 主 席”

① 卡尔·济贝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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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先生以他固有的想像力得出结论说，拉萨尔会像把舒尔采—巴

师夏置于死地那样，把我也置于死地。但是，拉萨尔对于我的

“敢于冒险”也有完全另外一种看法。当我由于某种情况（关于这

点没有必要在这里谈）写信告诉他说，我和恩格斯将不得不根据

我已援引的理由公开反对他的时候１１０，他写了一封详细的回信，

这封信现在还放在我这里；他在信中先是提出自己的反面论据，后

来在结尾时又呼吁说：

“在把事情公开和声张出去之前，请考虑一下这一切。况且我们之间的分

歧和分裂对于我们这个本来就不大并且具有特别性质的党来说，将是值得惋

惜的事情！”１１１

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认为全部矛盾在于，我关于某个衰落

的国际协会１１２（他、伯恩哈特·贝克尔曾是它的成员）什么都不想

知道，同时却最积极地参加去年９月由伦敦各工联的领袖所成立

的国际协会。

显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辨别能力并不比他的推理能

力逊色。他吹嘘说，他的协会在最繁荣的时候发展到整整“４００

人”；而我们的协会却如此不知谦虚，以至于现在单单在英国就已

经拥有１００００个会员。背着“人类的主席”作出这类事情，实在

是不可容忍！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考虑到我只是非常粗略指出的伯

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那许多才能，恐怕不能认为他的抱怨是公

正的。他抱怨说人们要他这样一个人一下子担起过多的职务；不

仅把专制君主的角色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偿给了他，而且“附带

地”偿给他“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务１１３。不

过，在他的这个双重职能方面大概可以定出更好的家庭规章。将

４０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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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可以把“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做为他的主要职业，而让他只

是完全“附带地”当人类的主席。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４月８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３日

“柏林改革报”第８８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改革报”

５０１“人 类 的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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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更  正１１４

贵报第３０号曾报道说，在３月１日于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起

义大会上，通过了比耳斯先生和利弗尔逊先生的两项建议。但是，

在通过这两项建议之后，彼得·福克斯先生（英国人）代表国际

工人协会还提出了一项建议：

“应当承认：完整而独立的波兰是民主欧洲存在的必要条件；只要这一条

件不存在，大陆上的革命胜利就只能是反革命长期统治的短暂前奏。”

彼·福克斯先生对于欧洲因波兰丧失自由和俄国采取侵略政

策而遭到的种种灾难作了简要的历史概述，然后指出，在这个问

题上，自由党的立场和民主的协会（他是代表它说话的）的立场

不一致。保守的欧洲的口号是：被奴役的欧洲要以被奴役的波兰

为基础。相反，国际工人协会的口号是：自由欧洲的基石是自由

和独立的波兰。

埃卡留斯先生（德国工人，国际工人协会副主席）支持这项

建议，并详细地阐述了普鲁士几次参与瓜分波兰的情况。他用下

面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说：“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灭亡，是建立德

国和恢复波兰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要条件〕。”

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会员勒·吕贝先生也发言拥护这项建

议。这项建议在整个大会表示赞同的经久不息的欢呼中一致 通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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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每日新闻”和其他一些“自由党的”伦敦报纸不乐意国际工

人协会取得的成就，所以删掉了这一部分报道；顺便提一句，如

果没有国际工人协会的促进，圣马丁堂的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根

本就开不成。我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请贵报刊登这个更正。

国际工人协会瑞士通讯书记 海·荣克

……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６５年４月２２日“白鹰报”

第４８号，刊载时略有改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７０１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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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

的公开信１１５

美国总统安得鲁·约翰逊

阁下：

南部为维护“特殊秩序”１１６的统治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个“特

殊秩序”的恶魔不会让它的信徒们在公开的战斗中光荣死去。它

既然以叛逆开始，就必然以无耻告终。正如菲力浦二世维护宗教

裁判所的战争出了一个热拉尔一样，杰弗逊·戴维斯维护奴隶占

有制的战争也出了一个蒲斯。

当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倾

泻悲痛和愤怒的言辞。就连那些被雇用的诽谤者，他们成年累月

地、不辞劳苦地、息息法斯式地对阿伯拉罕·林肯和他所领导的

伟大共和国进行了精神上的暗杀，现在也在人民的这种愤懑情绪

的总爆发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争先恐后地将辞令的花朵撒满他的

陵墓。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

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

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是；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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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

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

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

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

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

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

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光荣属于同这样一位领袖一起被刺的、成为奴隶占有制恶魔

第二个牺牲者的西华德先生。难道他不是在大家还犹豫不决的时

刻就敏锐地预见到并勇敢地预言了“不可制止的冲突”１１７吗？难道

不是他在这场斗争的最阴暗的时刻显示出罗马人那样的对自己的

职责忠贞不渝，对共和国和它的命运坚信不疑吗？我们衷心希望

他和他的儿子在比“九十天”１１８更短的日子里恢复健康，重新回到

社会活动中来，并获得应有的尊敬。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场惊心动魄的国内战争的规模之大、范围

之广，并把它和旧大陆的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和二十三年战争１１９

作比较的话，恐怕就很难说它是持续九十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

结束之后，阁下，您的任务就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

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

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肃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

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在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中曾把领导的责

任付托给两位劳动的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得

鲁·约翰逊。

１８６５年５月１３日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于伦

敦：

９０１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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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考布；爱得文·柯耳森；弗·列斯纳；

卡尔·普芬德；ＮＰ 汉森；卡尔·沙佩尔；

威廉·德尔；格奥尔格·罗赫纳；格奥尔格·

埃卡留斯；约翰·奥斯本；彼·彼得逊；Ａ 詹

克斯；克利莫什；约翰·韦斯顿；亨·博勒特；

本·鲁克拉夫特：詹·巴克莱；彼得·福克

斯；纳·萨耳瓦特拉；乔治·豪威耳；博尔达

日；Ａ 瓦耳蒂耶；罗伯特·肖；约·朗梅德；

Ｗ 摩尔根；乔·威·威勒尔；约·Ｄ 奈阿

斯；威·沃尔利；Ｄ 斯坦斯比；Ｆ 德·拉萨

西；詹·卡特；波兰书记——艾米尔·霍尔托

普；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瑞士书记

——海·荣克；法国书记——欧·杜邦；财务

书记——Ｊ 惠特洛克；主席——乔·奥哲

尔；名誉总书记——威·朗·克里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５月２

日和９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５年５月２０日“蜂房报”

第１８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蜂房报”

０１１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１２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５月底—

６月２７日

１８９８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在伦敦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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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点 说 明

公民们！

在没有谈到本题之前，请允许我先作几点说明。

目前大陆上正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

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这个问题将要在我们的大会上提出讨论①。

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

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即使这样做会冒

着使你们很不耐烦的危险。

我要先说明的第二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的。他不仅向你们

说明了他分明知道是极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这

些观点进行辩护，并且认为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有利。他所表现的

这种道义上的勇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深表尊敬的。虽然我这篇

报告措词激烈，但我希望，在这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会发觉到，

我同意据我看来是构成他的论纲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认为他

的论纲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

危险的。

现在我就来谈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３１１

① 见本卷第５８２—５８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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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产和工资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１）国民产品量是一种不变的东西，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那

样，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２）实际工资总额，即依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

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

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

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凡是

对全年来说或对各年相互比较来说是正确的，对一年中的每一天

平均来说也是正确的。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

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

开不说，它也由于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

是一个变数。如果一旦发生了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那末，这种

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直接引起产品量的变化，这

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提高最初会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

生的。但是，如果说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

一个常数，那末，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

个常数。

但是，就假定国民产品量不是一个变数，而是一个常数吧。即

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所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仍

然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假定为８的定数，那末这个数

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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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工资为２，那末工资也可以增加至６，利润减少至２，而总数仍

然是８。因此，产品量不变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

也应该是不变的。那末，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

额是一成不变的呢？他不过是断定如此罢了。

但是，即使是同意他的这个论断，那这个论断也应当在两方

面都适用，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适用于一方面。如果工资总

额是一个常数，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

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的做法是愚蠢的，那末资本家采取暂

时降低工资的做法也是愚蠢的。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工

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由于他觉得

工资总额是天然的常数，所以在他看来，工资增加之后，必然接

着有一个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资本家能够强使工

资降低，并且资本家确实是经常企图这样做。依照工资不变的原

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接着来一个反作

用。因此，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对事实上已把工资降低的现

象进行反抗，是做得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做

得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

工资的行动。因此，依照公民韦斯顿自己提出的工资不变原则，工

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公民韦斯顿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这个结论所据

以产生的那个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应该说工资总额是一

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虽然不可能并且不应该提高，但在资

本想要把它减少时，它就可能并且应该降低。如果资本家不愿意

用肉而用马铃薯，不愿意用小麦而用燕麦来养活你们，你们也必

须把他的意志看做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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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比英国高，那末，你们

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

平的不同。这种方法自然不仅会使研究经济现象的工作异常简化，

而且也会使研究其他一切现象的工作都极其简化了。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

的愿望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不一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牧师可以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而

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说明为什么有这种愿望

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说，上帝高兴在法国抱一种愿望，

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不会去作这

种完全否定一切合理推论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是愿意获取尽量多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的任

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这种力量的

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性质。

２ 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所做的报告的内容，可以装进一颗核桃壳。

他的全部推论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

以货币工资形式付给他的是５先令，而不是４先令，那末，资本

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给工人的就会是价值４先令的东西，而不是价

值５先令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阶级在工资增加之前用４先

令所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就不得不用５先令去买了。但是，怎么

会发生这种情形呢？为什么资本家卖价值４先令的商品时索取５

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额是由价值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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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商品来决定呢？为什么不是由价值３先令或２先令，或其他

数目的商品来决定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种既不依资本家

的意志又不依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来决定，那末，公民

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一规律，并证明这一规律。其次，他还

应当证明，在每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

全符合于必要的工资额而始终没有出入。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

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或其贪欲的界限，那末，这

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要性，它们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意

志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意志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说，如果一个盆

盛着一定量的汤，供给一定数量的人分食，那末，这一定量的汤决

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起来。我觉得这个例子实在有点庸

俗①。这个例子颇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

罗马平民起来反对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

肚子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但是，阿格利巴没有能够

证明，用食物填满一个人的肚子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

民韦斯顿则忘记了，在工人从其中取汤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

全部产品，妨碍他们从汤盆里取出较多汤来喝的，并不是汤盆容

量狭小，也不是汤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们的汤匙子太小了。

资本家是用什么诡计来把价值４先令的东西卖５先令的呢？

就是靠抬高他所出卖的商品的价格的办法。但是商品价格的提高

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

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呢？或者相反，为了实现这个意志还

７１１工资、价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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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呢？如果不需要这些条件，那末市场价格的涨

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哑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无论在劳动生产力中，无论在所使用的资本

和劳动的数量中，亦无论在用来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末这种工

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呢？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

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

工人阶级，就其全体来说，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

耗费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这完全是确实的。所以工资水平的普

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

品市场价格的提高。对于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说来，他们所

支付的工资提高了，他们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

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不要以为

这种资本家的人数很少。你们如果注意到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是

由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而有一个下院议员不久前甚至断

言这部分产品只由七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那你们就会知

道，该有多么巨大的一部分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

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日用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

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在日用必需品价格

提高时总是要大大受到限制的。

那末，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那些资本家所处的境况究竟会怎

样呢？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

工资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

他们的收入会减少，并且他们还不免要从这种业已减少的收入中

支付更多的钱去买同样数量的涨了价的日用必需品。不仅如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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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的收入减少，他们还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

他们彼此间对于他们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由于需求额的这

样缩减，他们所出产的商品的价格就要降低。所以，这些工业部

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

且是由于工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

同作用的影响。

那末，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资本的这种利润率上的差

别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

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

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中去，而资本和劳动的这种

转移过程，一直要继续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

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缩减到符合于缩减

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下来。只有经过这种变化，各个不同的工

业部门中的利润率才会重新趋于平衡。既然所有这种转移的发生，

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那末，当这个原因一

旦消失之后，这个原因所发生的作用也就会停止，价格就要回复

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决

不会局限于单个的工业部门，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按照我

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而有所

变化的是这一定量产品的形式。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

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

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

的形式消费掉！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

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因

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

９１１工资、价格和利润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我在上述论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用

于日用必需品这点出发，那末我就会回答说，我作的这个假定最

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如果工资增加数是花费在从前不属于

工人消费范围的物品上面，那末，工人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会无

需乎证明了。可是，既然他们购买力的这种提高仅仅是工资增加

的结果，那末，这种提高的限度就应当恰巧符合于资本家购买力

降低的限度。因此，对商品需求的总量不会增加，而可能有所变

更的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一方需求的增加会由另一方需

求的减少来抵销。既然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那末商品的市

场价格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这样，我们就要从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

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这样，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要由

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

于某几种市场价格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由此而引起的某些工业

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上升，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某些工业部门中的

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

继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

需求量，而另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

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在

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变动之后，又

会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在前后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

除了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之外，终归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

公民韦斯顿为了推动你们的想像力，就建议你们想一想英国

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９先令增加到１８先令时所要引起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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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他高喊道，你们只要想一想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大量增

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惊人上涨的情景吧。但是，

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

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劳

动与资本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

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要回避真

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９先令增加到了１８先

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百分之百。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

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问题。我们

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工资提高的数量，因为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工

资提高的数量都要以一定的情况为转移，并且要适应于这种情况。

我们只是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

不超过百分之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总之，我把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百分之百的幻想

撇开不谈，而请你们注意英国在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时期内确实有

过的工资提高的情形。

你们都知道，１８４８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或者说得更

正确点，十小时半工作日法令。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极大的经济

改革之一。实行这一法令，意味着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业中，

而是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主要工业部门中突然和强制地提

高工资。这是在特别不利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

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曾证明说——

而且我应该指出，他们所根据的理由远胜过我们的朋友韦斯顿

——这一法令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这里问题不在

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工资的这种增加起因于所使用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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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减少并且以这种减少为基础。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

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

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

生产缩小，从而会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１２１与这个法令比较起

来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

样呢？结果是：工作日虽然缩短了，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

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

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

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１８６１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

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说，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

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

正确的。我所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

生１２２，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托马斯·图克先

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１７９３年

至１８５６年的价格史的佳作１２３。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

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

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意志，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

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话，那末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

是正确的，而罗伯特·欧文却是不正确的了，欧文早在１８１５年便

已宣布说，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１２４，

并且他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自己开办于新拉纳克的棉

织工厂里真正实行了这种限制工作日的办法。

在十小时法令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大不列

颠农业工人的工资也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而有过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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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为了使你们不致发生误会，我要在这里预先说明几句，虽然

这样做对于我的直接目的并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２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４

先令，那末工资水平就提高了１００％。若从工资水平提高的观点来

看工资的这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可以说是很大的，但工资的实

际数额——每星期４先令——仍然是极其微小而不能糊口的一种

施舍。所以不应当为工资水平提高的动听的百分比所迷惑。我们

必须经常这样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也不难了解，如果１０个工人每星期各得２先令，５个

工人每星期各得５先令，还有５个工人每星期各得１１先令，那末

这２０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１００先令或５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

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２０％，那末就是从５英镑增加到

了６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２０％，尽

管实际上其中１０个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变，５个工人的工资每人从

５先令增加到６先令，另外５个工人的工资总额则从５５先令增加

到７０先令。其中半数工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四分之一工人的

状况改善得很少，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真正得到了改善。然而，

如果以平均数字来说，那末这２０个工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

２０％，同时既然问题涉及到雇这些工人的全部资本以及他们所生

产的商品的价格，所以这里的情形与工资的平均提高同等地涉及

到所有工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于上面所谈的那些农业工人的例

子，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郡中极不相同，

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所发生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末了，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中，有许多因素，如对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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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
１２５
等等，曾起过相反

的作用。

在预先作了这些说明之后，现在我再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

的平均工资水平在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时期大约提高了 ％这一

事实。为了证明这点，我可以举出大量的和详细的材料，但是，就

面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看已故的约翰·查·摩

尔顿先生１８５９年在伦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宣读的那篇题为“用在

农业中的力量”１２６的批判性的诚实报告，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所

引用的材料，是他从苏格兰１２个郡和英格兰３５个郡内大约１００

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来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特别是如果注意到工厂工人

工资同时提高的情形，农产品的价格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年间应该有惊

人的提高。但实际情形又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而且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间有好几次歉收，但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

格在１８３８—１８４８年间是每一夸特约为３英镑，而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９

年间则降到每一夸特约为２英镑１０先令了。这就是说，在农业工

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４０％的同时，小麦的价格却降低了１６％以

上。在同一时期中，如果把它的末期同它的初期比较一下，即把

１８５９年同１８４９年比较一下，则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９３４４１９人减

到８６０４７０人，即减少了７３９４９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

并且这种减少在以后几年中又没有了，但无论如何总是减少了。

人们可以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１２７，英国在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

间从国外输入的谷物比１８３８—１８４８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结果

怎样呢？如果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出发，那末国外市场上突然发

生的这种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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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因为不论这种增长的需求是发生在国外或国内，其影响都

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在这个时期中，法国除了几

个歉收的年份外，经常有人抱怨谷物价格惨跌，美国人不得不屡

次将他们多余的农产品焚毁，而俄国，如果相信乌尔卡尔特先生

的话，则鼓励了美国的内战，因为美国人的竞争曾破坏了俄国农

产品向欧洲市场的输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那就是这样：需

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

提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给，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货

币价格。可是，甚至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在某

些场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另一些场合也只会使市场

价格暂时提高，接着就会是供给的增加。这种供给的增加又必然

使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场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

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

丝毫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这个一般

的现象，也像那些在特别情况下，即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所发生

的现象一样，是难于解释的。所以，他的论证在我们所讨论的问

题上丝毫也不能证明出什么东西。这种论证只是表明，公民韦斯

顿弄不清那些使需求的提高会引起供给的增加，而并不一定会引

起市场价格的提高的规律。

３ 工资和货币

在讨论的第二天，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已经给自己的旧论断套

上了新的形式。他说：在货币工资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要支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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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资就需要有更多的现金。如果货币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那

又怎能用这种数量不变的货币去支付增加了的货币工资呢？以前

的困难是：虽然工人的货币工资增加了，而工人所能得到的商品

数量仍然没有变；现在的困难是：虽然商品数量没有变，而货币

工资却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承认公民韦斯顿原先的教条，由

此而产生的困难也就消灭了。

可是我要向大家指出，这个关于货币的问题和我们现在所研

究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在你们的国家里，支付机构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完善

得多。由于有了广泛的和集中的银行系统，为了周转同样数目的价

值或进行同样的或数量更大的交易所需要的货币就少得多了。例

如工资的情形就是这样：英国工厂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钱付给

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这些钱送交银行家，银行家每星期把

这些钱交还给工厂主，工厂主再把这些钱付给自己的工人，如此循

坏不已。由于有这样的机构，一个工人每年的工资假定为５２英镑，

只要用一个每星期照样周转一次的索维林①便足够支付了。但是，

这种机构甚至在英格兰也不如在苏格兰那样完善；而且它并不是

到处都一样完善，所以我们看到，例如有些农业区域和纯工业区

域比较起来，为了周转少得多的价值额却需要多得多的现金。

你们如果渡过海峡，就可以看到，大陆上的货币工资比英国

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为了支付这些工

资却需要大得多的货币额。在那里，每一个索维林都不能那样快

地为银行家取得，也不能那样快地回到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所以，

６２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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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英国只需要一个索维林就可以在一年的流通中代替５２英

镑的话，那末，在大陆上，为了在一年内支付２５英镑的货币工资，

也许就需要３个索维林。因此，如把大陆各国和英国加以比较，你

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低额的货币工资可能比高额的货币工资需要

更多的现金，而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同我们所考察的问

题毫无关系。

据我知道的最确切的计算，英国工人阶级每年的收入可以估

计为２５０００万英镑。这个庞大的数目大约是用３００万英镑来流通

的。假定工资增加５０％，支付这笔工资所需要的货币就不是３００

万英镑，而是４５０万英镑。由于工人每日开支有很大一部分是用

银币和铜币，即普通的铸币（这些铸币对于金子的相对价值，和

不兑换的纸币一样，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所以货币工资提高

５０％，至多只需要１００万索维林的补充货币加入流通。于是，以

金条或铸币形式储藏在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钱库里的１００万

英镑就会进入流通。然而，因铸造这１００万补充铸币或因其在流

通中的损耗所引起的少量费用甚至也可以节省下来，而这些费用

在增加流通手段会引起某些困难时也确实是节省下来的。你们都

知道英国的流通货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银行券，在商人彼

此进行交易以及在消费者与商人彼此进行比较大宗的支付时都采

用这种银行券。另一类为金属货币，在零售贸易中流通。这两种

流通货币虽然种类不同，但它们却是交错使用的。例如，甚至在

比较大宗的支付中，使用金币来支付５英镑以下的零数是极为广

泛的。如果明天发行４英镑、３英镑、或２英镑的银行券，那末充

满这些流通渠道的金币立刻就要被排挤，并流到那些因货币工资

增加而需要它们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因货币工资增加５０％所需

７２１工资、价格和利润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要的１００万补充额，无须增加一个索维林也可以得到了。增大期

票的流通而不另发银行券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在郎卡郡

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

如果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就像公民韦斯顿对于农业工人

工资所假设的那样增加１００％，——会引起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大

涨，并且依照公民韦斯顿的观点，需要有一笔无法得到的补充货

币额，那末，工资的普遍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

朝着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样的后果。好极了！你们都知道，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是棉织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１８６０年在这方

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在这时期也得

到了极大的发展。１８６０年棉织工业工人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其他

部门工人的工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但是美国危机一发生后，

所有这些工人的工资都忽然降低到大约为过去工资的１４。如果

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那就该是增加３００％。如果工资从５提高到

２０，我们便说工资增加了３００％；如果工资从２０降到５，我们便

说工资减少了７５％。但是在一种场合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种场合

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１５先令。所以，这是工资水平的一种突

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们不仅计算那些直接在棉织工业

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计算那些间接依靠于棉织工业的工人，那

末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１２。但

小麦的价格降低了没有呢？没有，它已由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三年中每

一夸特年平均价格４７先令８辨士提高到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三年中每

一夸特年平均价格５５先令１０辨士。至于说到货币，那末１８６１年

造币厂所铸的币额数为８６７３２３２英镑，而１８６０年所铸的只有

３３７８１０２英镑。换句话说，１８６１年所铸的铸币比１８６０年所铸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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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９５１３０英镑。诚然，１８６１年流通的银行券比１８６０年少了

１３１９０００英镑。但我们减去这个数目，１８６１年所用的流通货币和

１８６０年这个繁荣的年度相比较，仍然要多出３９７６１３０英镑，即约

多４００万英镑；而英格兰银行所储存的金子在这个时期却有缩减，

虽然不是在同样大的比例上，但却是在近似的比例上缩减了。

现在把１８６２年和１８４２年比较一下。１８６２年在英格兰和威尔

士，除了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有极大的增加以外，单是用

于定期支付股票、债券等等的资本、用于定期支付铁路用费的资

本就达３２０００万英镑，这个数目如在１８４２年是会令人难以置信

的。虽然如此，１８６２年和１８４２年流通中的货币总额还是几乎相等

的。并且你们一般还可以看出，当不仅商品价值，而且一般货币

交易价值都在大量增加的时候，流通的货币却有逐步缩减的趋势。

从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

如果他对问题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他就会发现：即使把工

资完全撇开不谈，并假定工资固定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

数量以及一般货币交易的数额，都是每天变化的；所发行的银行

券的数量是每天变化的；不以货币作媒介而专借期票、支票、转

账信贷和票据交换实现的支付的数额是每天变化的；由于需要实

在的金属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铸币的数量与储存的或藏在银行仓

库中的铸币和金条的数量间的比例是每天变化的；国内流通所吸

收的金子的数量和被送到国外供国际流通的金子的数量是每天变

化的；那时他就会了解到：他的关于货币总额仿佛是固定不变的

教条，是一种和日常生活矛盾的荒谬绝伦的错误。公民韦斯顿不

应该把自己对于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变成反对提高工资的论据，

而应该去研究使货币流通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条件的那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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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供给和需求

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确信一句拉丁谚语：《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ｅｓｔｍａｔ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ｒｕｍ》（复习是学业之母）。所以他又一次用新的方式来重述

他原来的教条，硬说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紧缩，定将使资本

减少等等。既然我们已经讲过他的关于货币的奇谈，所以我认为

再来详细地研究那些在他看来应从他所臆造的货币流通难关中产

生的虚构后果，就完全是多余的了。我最好还是直接来试图把他

的那个教条——仍然是原来的那个教条，不过他用各种不同的形

式把它反复陈述出来罢了——化为它的最简单的理论形式。

他论述自己的命题时所采取的那种非批判的态度，只要指出

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提高工资，或是反对因工资提高

而产生的高工资。现在我要问他：究竟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

工资呢？例如，为什么每星期５先令就是低工资，而每星期２０先

令就是高工资呢？如果说５与２０相比算是低工资，那末２０与２００

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在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时，大谈什么高

温度和低温度，那他并不能告诉谁以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

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告诉别人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

律所决定的，而并不是由出卖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然

而公民韦斯顿在谈到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经济规律中

推演出这样的标准点，而且甚至不觉得有寻找它们的必要。尽管

非常明显：工资只有和一种测量其大小的标准相比较时，才能够

谈高或低，但他却满足于关于高低的一种流行的庸俗的说法，好

像这种说法具有什么固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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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向我说明，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货币来

支付。如果他回答我说，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那我就立刻要

问他，供给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规律调节的呢？于是他的那种

回答就立刻会使他受窘。劳动的供求关系经常在变化，随着这种

变化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就

要上涨；如果供给超过需求，工资就要下降，虽然在这种情形下，

可能仍有必要例如用罢工或别的方法去探测需求和供给的实际情

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末声

言表示反对提高工资便是一种幼稚和无谓的举动，因为按照你们

所凭借的那个至高无上的规律，工资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资

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如果你们不承认供给

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我就要重新提出自己的问题：为什

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货币来支付呢？

但是，让我们从更广的方面来研究一下问题：你们如果以为劳

动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仿佛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

的，那你们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着市场价格一时的变

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

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

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抵销的。当

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

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

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就会同它的市场价格绕

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

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这点无论

对于工资来说，或对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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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工资和价格

我们的朋友所持的一切论据，如果用最简单的理论形式表达

出来，只能归结成下面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来决

定或调节的”。

我可以举出实际的经验来驳斥这种已被驳倒的陈腐谬论。我

可以告诉你们，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

格虽然比较高，但他们的产品却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

便宜；同时，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的价格虽然比较低，但他们的

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要贵。我可以用比较

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的办法来证明，除

掉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情形，平均说来，

价格高的劳动生产价格低的商品，而价格低的劳动生产价格高的

商品。这当然绝对不是证明，一种场合下的劳动价格高和另一种

场合下的劳动价格低，每次都是造成这绝对相反结果的原因，但

这无论如何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来决定。不过我

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但是，也许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顿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

由工资来决定或调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一次也没有下过这

样的定义。甚至相反，他曾说利润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

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资，而且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

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见，价格是

由什么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资构成的。然后再加上给资本家的

百分之几，给土地所有者的百分之几。现在假定生产一种商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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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耗费的劳动的报酬为１０；如果利润率与支出的工资相比是

１００％，那末资本家就要加上１０；如果地租率与工资相比也是

１００％，那末就要再加上１０；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３０。但是，

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罢了。如果在上述场

合，工资涨到２０，那末商品的价格就要涨到６０，其余类推。因此，

提出价格由工资来调节的这一教条的所有旧政治经济学作家们，

都企图用利润和地租只是加在工资上的百分数的说法来证明这一

点。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增加的百分数的限度归

结为某种经济规律。相反，他们大概认为利润是由传统、风俗和

资本家的意志决定的，或者是由别种同样臆造的和不可解释的方

式决定的。他们断言利润决定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但这种说法

丝毫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诚然，这种竞争无疑会拉平不同生产

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即把这些利润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它

却绝对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润率。

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

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那我们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

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而我讲到价

值时，总是指交换价值而言，——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

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的”，或

“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这样一来，“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我

们在这里陷入了窘境。自然，如果我们想依照逻辑从事推论，那

我们就一定要陷入窘境。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不大关心逻

辑的。例如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商品

的价格由工资来决定，所以当工资增加的时候，价格也要提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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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又向我们证明，相反，工资的增加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商

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起来，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

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开始时声明说商品的价

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末尾却又声明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

值来决定了。这样一来，我们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任何

结论。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

其他某种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那我们显然

只是在躲避困难，因为我们是用一种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价值

来决定另一种价值。

“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一教条，如果用它的最抽象

的说法来表示，就是说“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同义反复

只是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如果接受这个前提，那末

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推论都变成了空洞的呓语。所以，

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１８１７年出版的自己那部“政治经

济学原理”中，把那种认为“价格由工资来决定”的流行已久的

陈旧不堪的虚伪学说完全粉碎了１２８。亚当·斯密和他的那些法国

老前辈在自己著作中真正科学的部分驳斥过这种虚伪学说，但是

他们在自己著作中比较肤浅和庸俗的章节里，却又把这种虚伪学

说再现了出来。

６ 价值和劳动

公民们，现在我必须来实际地阐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了。我

不能保证我能完全令人满意地做到这点，因为要做到这点，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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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我只能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

《ｅｆｆｌｅｕｒｅｒ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即只能涉及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

是由什么决定的？

初看起来，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

研究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之间的关系，那就不能确定它的

价值。的确，讲到价值时，讲到其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我们

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数量上的比例。但是

这时又会发生一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又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是无限地不同的。如果我们拿

某种商品，例如拿小麦来说，那我们就会发现，一夸特小麦同其

他各种商品相交换差不多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因为小麦的价值

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依然是一样的，不管它是表现在丝绸上也好，表

现在金子或其他某种商品上也好；所以这个价值就应当是一种不

同于它与其他商品交换的那些不同比例的东西，是与这些比例毫

不相干的独立的东西。一定有可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

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量关系。

其次，假如我说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相交换，或者

说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那我也就是说，小麦

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的某

个第三种东西，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小麦和铁以两种不同的形态

来表现同一的数量。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不论是小麦

或铁，都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

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我要用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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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是比较三角形面积

与矩形或其他某种直线形面积时，我们是怎样着手的呢？这时，我

们就把任何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全然不同于它的外形的一种

表现形式。既然我们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道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它

的底乘高的一半，于是我们就能把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

线形的大小相互加以比较，因为每一种直线形都可以分解为一定

数量的三角形。

在计算商品价值时，也应当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有可能

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是按照它们所含

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而与它们的

自然属性毫无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就要问，所有商品共同

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必须

在这个商品上耗费或投入一定量的劳动。并且我不是简单说劳动，

而是说社会劳动。如果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直

接需要，是为了供自己消费，那他所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

他作为一个为自己工作的生产者，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

个人为要生产一个商品，他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

物品，并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构成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服从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

其他部分的劳动，这种劳动就不能存在，而这种劳动之所以必需，

又是为了补充其他部分的劳动。

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

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

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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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一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一块砖所耗费的劳动量要多。但是劳动

量是由什么来测量的呢？是由劳动所经历的时间，如小时、日等

等来测量的。为了能够用这种尺度来测量劳动，就必须把各种劳

动化为平均的或简单的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

于是我们便得出下面的结论：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

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商品

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即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相对

劳动量。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

各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量或劳动额来决定的。凡生产商品中所

需要的劳动时间相同，则商品中所含的相当数量也相同。或者说：

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

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料想你们中有许多人一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

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这两种论断

之间是否真正有很大的区别或确实有什么区别呢？但你们应当知

道，劳动报酬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假定说，例如一

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

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曾引用过它，这部著

作于１７２９年出版，题为“关于纸币本质和必要性的初步研究”１２９，

他是首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中的一个。总之，我们已假定，

一夸特小麦和一盎斯金子是同等的价值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

凝结于它们本身中的若干工作日或若干工作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

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来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

要依据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一点也不。关于究竟怎样支付

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的问题，以及甚至关于是否采用雇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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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而遗留下来。如

果采用了雇佣劳动，那末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可能是完全不相等的。

一个把劳动体现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

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斯金子的报酬。或者，

如果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那末，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

的比例上背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一夸

特小麦或一盎斯金子的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或其他某种份量。他们

的工资当然不能高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多于这个价

值，但它却可能少于这个价值，并且是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

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

值却丝毫不受工资的限制。而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

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

定。因此，以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去决定商品价值，与那种以

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去决定商品价值的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

不过，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加以阐明。

我们计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预先用在这个商品

原料中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实现这种劳动所必需的装备、工具、机

器和房屋的劳动，加到生产的最后阶段所费的劳动量上去。例如，

一定量棉纱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结晶，即在纺织过程中加在

棉花上的劳动量，预先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

料及其他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用于蒸汽机、纱锭、厂

房等等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

和厂房，可以在辗转重复的生产过程中服务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

如果它们像原料一样是一下子就消耗完了，那末它们的全部价值

也会一下子就转移到那些用它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上去。但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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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如纱绽只能逐渐消耗完，所以就要作出一种平均计算，而以

纱锭的平均生存寿命和它在一定时间内，譬如在一天内的平均消

耗程度作为这种计算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纱锭价值中

哪一部分是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可以计算出，例

如一磅棉纱所费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哪一部分是预先体现于纱锭

的劳动。就我们现有的目的而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必要作

更加详细的说明了。

也许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

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愈懒或愈笨，他所生产的商品的

价值就愈大，因为他制造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愈多。然而，

如果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一种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

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而“社会”这个用语的意义是非常

大的。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

劳动量来决定，我们所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

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一定社会平均水平

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蒸汽织机开始和

手织机相竞争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一码呢子，只

需要原先劳动时间的一半。诚然，可怜的手织机织工现在已不是

像从前那样每天劳动９小时或１０小时，而是每天要劳动１７至１８

小时了。但是，在他劳动２０小时的产品中现在只包含有１０小时

的社会劳动，或１０小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所必须耗费的

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现在劳动２０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

并不比他从前劳动１０小时的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多。

总之，如果说各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体现在各该商品中的

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那末，凡是生产某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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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增加，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而凡是生产它所需要的

劳动量减少，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说为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那末

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

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愈高，则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制

成的产品也愈多；劳动的生产力愈低，则在同一时间内所制成的

产品也愈少。举例说，如果由于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肥沃程度较

低的土地，为要获得与先前同量的产品，就必须耗费较大的劳动

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纺纱工

人运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能比他从前运用手纺车在同

一时间内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末，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

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

程中所加于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

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

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１）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

等等；

（２）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

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

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

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

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

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劳动生产力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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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小。

劳动生产力愈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多，因而产品的

价值也愈高。因此，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一点确定为一般的规律：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

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上面我们所说的都是关于价值的问题，现在我要就价格的问

题，即价值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问题补充几句。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罢了。例如，一切商品的价

值在英国是用金的价格来表现，而在欧洲大陆则主要是用银的价

格来表现。金或银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

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你们会用你们国内的一定量

产品，即用你们国内一定量劳动凝结在里面的产品，去交换那些

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交换有它们一定量劳动凝结在里面的

产品。人们正是这样，即实际上是通过商品交换商品来逐渐学会

用金和银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即生产各该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

只要仔细看看这种价值的货币表现，亦即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你

们就会发现这里谈的是一个过程，而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经由这

个过程获得独立的和一致的形式，换句话说，一切商品的价值都

经由这个过程表现为同一的社会劳动量。既然价格只是价值的货

币表现，所以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而法国的重农学派

则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末，价值和市场价格间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

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你们都知道，无论各个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如

何不同，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却总是一样。市场价格只是表

现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为供给市场以一定数量的一定产品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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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该种商品的总额来计算的。在

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和它的价值相符的。另一方面，市

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和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的这

种变动，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为转移。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

形经常都可以看见，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自然价格好像是一种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趋向于这一中心价

格。各种偶然的情况可能有时把商品的价格保持在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水平

上，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水平。但是不管有怎样的障碍使价格背离

这个稳定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１３０。

我现在不能来仔细地分析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指出下面一

点：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

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它们的价

值。但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这种平衡只能

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以下落补偿上涨来实现，或者ｖｉｃｅｖ

ｅｒｓａ〔相反〕。如果你们不是只考察每天的变动，而是分析较长时期

里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里面做过

的那样，那末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变动，市场价格的背离价

值，市场价格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销和互相补偿的；所以，如

果把垄断组织的影响及其他某些变更撇开不说，——关于这些，我

现在不能详细谈到，——那末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

们各自的价值，即它们的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的变动达到互

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来说是不相同

的，因为供给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来说比较容易，而对另

一种商品来说则比较困难。

由此可见，既然一般说来一切种类的商品在较长时期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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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自己的价值出售，那末，假设利润——不是指个别场合，而是

指各个工业部门中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是来源于额外提高商

品价格或者是由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就未免太荒谬

了。如果我们把这种假设综合起来，那它的荒谬性质就非常清楚

了。凡是一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他总是不免要作为买

者丧失掉。即使指出有些人是买者而不同时又是卖者，是消费者

而不同时又是生产者，那也无济于事。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

是他们起先应该从生产者那里无代价地获得的。如果一个人起先

拿了你的钱，然后又在购买你的商品时将钱还给你，那你就是按

过高的价格把你的商品卖给他，你也永远不会发财致富。这种交

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产生利润。

所以，你们如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从这样一个原

理出发，即商品平均说来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从

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得来的，也就是从商品按其所体现的劳动量的

比例出卖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说明利润，那你

们就根本不能说明利润。这好像是不近情理，好像是与日常经验

相抵触。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

也好像是不近情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

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

了。

７ 劳 动 力

当我们在如此简略的叙述中尽可能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

析了任何商品的价值的本质以后，我们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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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劳动的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在你们看来好像是不近情

理的论断来使你们惊讶了。你们都相信，你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

己的劳动，因而劳动是有价格的，并且，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

的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一定存在有一种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

但是，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就其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

存在的。我们已经说过，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

价值。现在我们来应用这个价值的概念，又怎能确定比如说十小

时工作日的价值呢？这个工作日里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十小时劳

动。如果我们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等于十小时的劳动，或等于

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

义。显然，当我们发现“劳动的价值”一语所包含的真实而隐藏

的意义以后，我们就能够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和似乎是不

可能的用法了，也好像我们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行情形以后，就

能够说明我们所看到的天体运行情形一样。

工人所出卖的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暂时转让给资本家

支配的他的劳动力。情况确实是这样，连法律也规定了——我不

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但至少大陆上的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

了——允许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大期限。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

劳动力，那就会使奴隶制立刻恢复起来。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

工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

英国最老的经济学家和最独特的哲学家之一托马斯·霍布

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已本能地发觉了他所有的那些继

承者都没有觉察到的这件事实。他说：

“一个人的价值或所值，像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或所值一样，就

是他的价格，即他的能力被人使用时应获得的报酬”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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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

的价值一样来确定劳动的价值。

但是在这样作以前，我们应当问：怎样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

的现象：市场上一方面有一种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

料和生活资料，即占有那些除掉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的尽是劳动

的产品的东西，另一方面有一种人是卖者，他们除掉自己的劳动

力，除掉劳动的手和头，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前者经常买进

是为了吸取利润和发财致富，后者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要研

究这个问题，就得研究被经济学家称作先期积累或原始积累、实

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剥夺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原始积

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

一连串历史过程。可是，这样来研究，就会超出目前这个题目的

范围。劳动者脱离劳动资料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它就会继续保

持下去，并且要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产生出来，直到有一种新的

和根本的生产方式方面的革命把这种现象消灭，并在新的历史形

态中把原先存在过的统一恢复为止。

那末，劳动力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也如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它所必

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才存在。

一个人要成长和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但是，

一个人也和一部机器一样是不免要损坏的，所以必须用另一个人

来代替他。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

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

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此外，还需要花费一定数

量的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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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而论，只需要考察一下中等劳动，这种劳动的教育和

训练的费用是很小的。但是，我必须顺便指出，既然各种不同质

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各不相同，所以各种不同生产部门所用劳

动力的价值也一定各不相同。因此，对平等工资的要求是基于一

种错误，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乃是承认前提而

企图避开结论的那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在雇佣劳动

制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

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

同的劳动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

支付。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

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

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

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

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

８ 剩余价值的生产

现在我们假定，一个工人每天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平均量需要

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同时我们又假定，这６小时的平

均劳动也体现在等于３先令的金的数量上。那末３先令就是这个

工人劳动力一天价值的价格或其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６小

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使他获得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

活资料量，即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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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资本家。如果他把自己的劳动力每天卖３先令或每周卖１８先

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工人。如

果他每天工作６小时，那末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价值就是３先

令。他每天加到棉花上去的这个价值就是他的工资的确切的等价，

也就是他每天所得到的他的劳动力的价格的等价。可是，在这种

场合，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了。于是，我

们在这里就遇到真正的困难了。

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支付了这劳动力的价值，就像

所有其他买主一样，获得了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这个商品的权利。

迫使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像开动一架机器

以消费或使用这架机器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

一周的价值，从而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

它去工作的权利。工作日或工作周自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可是这

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

决定的，而对这劳动力的使用则只受工人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

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同劳动力的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

同，犹如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完全不是一

回事一样。限定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并不构成工人劳动力

所能完成的劳动量的界限。我们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来说吧。我

们已经知道，为要保证自己劳动力每天的再生产，他必须每天再

生产３先令的价值，而这是他每天工作６小时就可以作到的。但

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１０小时，１２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

资本家在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的一天或一周的劳动力价值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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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获得了在整天或整周内使用这个劳动力的权利。这样，资本家

就迫使这个纺纱工人，例如说，一天工作 小时。纺纱工人除了

必须工作６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

额外工作 小时，这６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并且这个剩

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

人每天工作６小时就在棉花上加３先令的价值，即加构成他所得

工资的确切等价的价值，那末，他在１２小时内就要在棉花上加６

先令的价值，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数量的棉纱。既然他已把自己的

劳动力卖给了资本家，于是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他所创造的全

部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属于他的劳动力的ｐｒｏｔｅｍｐｏｒｅ〔暂

时〕所有者。于是资本家预付３先令，结果却实现出６先令的价

值，因为他预付的是６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而他取得的却是１２

小时劳动结晶的价值。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都预付

３先令和每天取得６先令，这６先令中有一半又拿去支付工资，另

一半则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而白白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

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为

基础，同时这种交换必然经常使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使资

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

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专为资本家服务的剩余时间或

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依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

超过工人只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或补偿其工资所费的劳动时间为

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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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劳 动 的 价 值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头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

了。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由维持劳动力所

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工人

领得工资是在自己的劳动完毕以后，并且因为工人知道他实际上

让给资本家的正是他自己的劳动，所以他必然以为他的劳动力的

价值或价格就是自己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如果他的劳动力的

价格等于体现６小时劳动的３先令，而他又是每日工作１２小时，

那末他就必然要把这３先令看成是１２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

然这１２小时的劳动是体现在６先令的价值中。由此就得出两个结

论：

第一，虽然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个无意义的名词，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却具有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的外观。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

是无偿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

或利润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虚假的外观，就是雇佣劳动和其他历史形态的劳动不同

的地方。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偿

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奴

隶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得用来抵偿他

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订立任何

交易合同，由于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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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是无报酬的。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昨

天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３

天，其余３天则在自己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报酬的劳动。所

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

然分开了的，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地认为强迫人白

干活的思想是荒谬的。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他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３

天，再在自己主人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３天，或是一天里在工厂

或作坊中替自己劳动６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６小时，结果都

一样，不过在后一场合，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

地混在一起了，整个交易的实质都因有合同存在和周末支领工资

而完全被掩饰了。这种无报酬的劳动在一种场合似乎是自愿的，而

在另一种场合则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如果我将使用“劳动价值”这一用语，那不过是把它作为表

示“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１０ 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

  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假定１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等于６辨士的价值，或１２小时

的平均劳动体现为６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３先令或６小

时劳动的产品。其次，如果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去的原料和所损

耗的机器等等体现了２４小时的平均劳动，那末这些生产资料的价

值就等于１２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１２小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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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去，这１２小时就创造出６先令的附

加价值。所以产品的价值总额共为３６小时的物化劳动，即等于１８

先令。但是，既然劳动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等于３先令，那

末，资本家对于由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６小时剩余

劳动，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这样，当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

值出卖为１８先令时，就把他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的３先令的价值一

并实现了。这３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

见，资本家实现这３先令的利润，并不是由于他按照超过商品价

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而是由于他按照商品的实在价值出卖

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

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

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

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

商品，即出卖耗费在该商品上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是一定要获得

利润的。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

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所雇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

在商品上费去的，和商品实在费去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总之，我

重复说一遍，正常的和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商品实在价值出

卖商品得来的，而是按商品实在价值出卖商品得来的。

１１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

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部都归企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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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占有。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用

于建筑，用于铁路还是用于其他某种生产目的，——就有可能以

地租名义取得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资本家拥有

劳动资料，就有可能生产剩余价值，亦即占有一定量的无偿劳动；

所以，凡是全部或部分地把劳动资料贷给企业资本家的劳动资料

所有者，简言之，就是放债的资本家，也有可能以收取利息的名

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中的另一部分。这样，留归企业资本家本

身的，就只有称为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

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从以上所述中可以得出下面的结

论：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含

无偿劳动不同部分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

且只是从这一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由土地本身和资本本身产

生出来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其所有者可能从企业资本家压榨工

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企业资

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

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

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说，一个企业资本家只使

用自己的资本，并且他本人又是其所需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场

合，剩余价值就要完全归他所有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企业资本家，不论最终他

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

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

这种关系上面。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讨论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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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相，把企业资本家相工人间的这种根本关系看作一个次要的

问题，是不正确的。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

对企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

极不相同，是正确的。

从以上所述中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

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绝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

资本罢了。但是，即使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

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

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所

构成，那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先把工资除开不说，只来研究产业利

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

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名称的

三个部分。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

分各自独立的价值相加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一小时的劳动体现为６辨士的价值，如果工人的一个工

作日为１２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末这种剩余

劳动就在商品上加３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

值。这３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企业资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

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３先令的价值，构成他

们能够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企业

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然后

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从而这商品的总价值是由

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形成的。这样，你们可以看出，下面这种流

行的观点，即把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同这一定量的价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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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独立价值相加形成这二者混淆起来，因而把地租、利润和利

息所由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的定量，该是如何荒谬了。

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１００英镑，我们把利

润的这个数目看作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

１００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显

然，这个利润率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１００英镑。如果所创造出的剩余

价值也是１００英镑，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并

且——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利润率等于１００％，因为预付的价值为１００，

而所实现的价值则为２００。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而是

看到全部预付的资本，即假定为５００英镑，其中有４００英镑代表

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那末我们就看到，利润率只等于２０％，因

为这１００英镑的利润只为全部预付资本的１５。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间的

实在对比关系，即对劳动进行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剥削〕（请允许我用这

个法文字）的实在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习惯

用的，并且它确实也适用于某几种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

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语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

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在不同人群间如何分配；而我

在使用利润率一语时，则总是用利润对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

的比率来测量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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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

如果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原料和耗费在商品上的其他生

产资料的价值，即除去代表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那末，

这商品价值的其余部分就是工人在最后一次生产过程中所加的劳

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１２小时，而１２小时的平均劳动结

晶为６先令的金量，那末这加的６先令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

的唯一价值。这种由工作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工人和

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分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

一价值。显然，这两方面虽然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

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

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１２００万

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亦即

由工人全部劳动所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面分得的愈多，他方面

分得的就愈少，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反之亦然〕。假如有一个一定的数，则

这个数中一部分所增加的，总是另一部分所减少的。假如工资变

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假如工资下降，利润就要上涨；

假如工资上涨，利润就要下降。如果按照上面的假设，工人得３先

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

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１００％，因为

资本家所得的也是３先令。假如工人只得２先令，或者说他在一

个工作日中只有１３的时间是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４

先令，利润率就是２００％。如果工人得到的是４先令，资本家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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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先令，利润率就降至５０％。但是所有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到

商品的价值。可见，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

而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

虽然各商品的市场价格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商品的价值来调

节，各商品的价值又唯一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来决定，而与

各该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毫无关系，但是决不能由此

得出结论说，例如在１２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

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

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这劳动的时

间上的伸延或长度。例如，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１２小时的工作日

内，在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下能生产１２磅棉纱，而在一种较低

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２磅棉纱。这就是说，如果１２小时

的平均劳动体现在价值上为６先令，那末，在前一场合是１２磅棉

纱值６先令，而在后一场合是２磅棉纱也值６先令。这样一来，在

前一场合一磅棉纱只值６辨士，在后一场合一磅棉纱竟值３先令。

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力有差异的结果。当生产

力较高时，１磅棉纱体现１小时劳动；当生产力较低时，１磅棉纱则

体现６小时劳动。在前一场合，１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６辨士，尽管

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１磅棉纱的价格则等于３先

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１磅棉纱的

价格是由耗费在这磅棉纱里面的全部劳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

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来决定的。于是，我前

面所提到的那个事实，即支付得高的劳动可能生产出低廉的商品，

而支付得低的劳动可能生产出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仿佛不

再是不近情理的了。这一事实只是反映一个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

６５１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价值由消耗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且这个劳动量完全依所

用劳动的生产力为转移，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１３ 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

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现在让我们来十分认真地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

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１）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较为流行的说法

来表示——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资

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此，假如在一国里，一个工人平

均每天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为６小时的劳动并表现为３先

令，那末这个工人为生产出他一天的生活费用的等价，就必须每

天工作６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１２小时，那末资本家付给他３

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有一半是无偿劳动，利

润率等于１００％。但是现在假定，由于生产率的降低，例如为了生

产同量的农产品需要用更多的劳动，于是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

费的生活资料量的价格就从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在这种场合，劳

动的价值就增加１３，或增加３３１３％。为要依照工人原来的生活

水平生产出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便需要用８小时的劳动；所

以，剩余劳动就要由６小时减到４小时，利润率就由１００％降到

５０％。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把他的劳动的增长

了的价值付给他，就好像其他所有的商品出卖人在其商品成本费

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已经提高的价值得到报酬一样。如果工资

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资料已经增长的价值，那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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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而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

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同一数量的生活资料，可能从３先令减

到２先令，换句话说，为要再生产出每天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的等价，就不是需要工作日的６小时，而只是需要４小时了。现

在工人用２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３先令买到的生活资料了。劳

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在劳动的价值这样减少的情况下，工人

仍能买到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在这种场合，利润就会从３先令

提高到４先令，利润率也会从１００％提高到２００％。虽然工人的生

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

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

对工资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经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

出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

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例如，英国的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

卑鄙地背弃了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

普遍降低了１０％。工人的反抗在起初一个时期遭受了失败，但是

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的影响，——这些情况我此刻不能详细说

明，——原来失去的１０％又重新被夺回来了。

（２）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仍旧不变，但

是由于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也可

能发生变化。

由于发现了更丰富的矿山以及类似的原因，生产例如２盎斯

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１盎斯金所费的劳动多。在这种场合，金

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５０％。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

价值一样，现在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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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６先令的１２小时劳动，现在就会表现为１２先令了。如果工

人的工资仍是３先令而没有提高到６先令，那末，他的劳动的货

币价格现在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

要大大降低。在工资虽有提高但却不完全相当于金价值下降程度

的场合，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我们所考察

的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无论是供给和需求，也无论

是商品的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以外，

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当争取工资的相

应提高，那就等于说，当他得到的报酬不是实物而是名称时，他

也应当心满意足。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每当发生这样的货币贬

值时，资本家总是念忙利用这种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

别的经济学家断定说，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

水银供给较廉的结果，贵重金属的价值又重新降低了。这也许可

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

（３）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

是没有固定界限的。资本的经常趋向是要极力把工作日延长到体

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

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同样增长起来。资本愈把工作日延长，它

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愈多。在十七世纪，甚至在十八世纪的前三

分之二的时间里，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都是１０小时。在反雅各宾

战争１３２时期，——这一战争实际上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

动群众的战争，——资本常常庆祝自己的胜利，并把工作日从１０

小时延长到１２小时，１４小时，１８小时。马尔萨斯决不是一个多

愁善感的人，但他在１８１５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宣称，如果

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民族的生命就会被根本摧毁１３３。在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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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明的机器前几年即１７６５年左右，英国出了一本题为“论工

业”１３４的小册子。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硬说必须扩大

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议，除了采取其他手段之

外，要建立一种习艺所，这种习艺所按他的话说，应该是“恐怖所”。

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 小时，——这恰好

是１８３２年资本家、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所宣布的、对于１２岁以

下的儿童不仅是已经在实行，而且也是必要的工作时间１３５。

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现代制度下他是不得不这

样做的，——就是把这个劳动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但是要在一

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这个

劳动力，——这里我们且把它的自然损耗撇开不说，——而不是

为了毁灭这个劳动力。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

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不应

受到两天或两周内受到的那样大的损耗。现在举一架价值１０００英

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１０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

品的价值上每年将加１００英镑。如果这架机器能用５年，它每年

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将加２００英镑。换句话说，它每年所损耗的

价值和它所能使用的期限成反比。但这正好是一个工人和一架机

器不同的地方。机器的损耗并不完全同它的使用期限相适应。而

人的情况却相反，他的衰老程度要比单凭延长其工作的数字材料

所能设想的程度大得多。

当工人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而斗争时，或是

当他们不能达到由法律规定出一种正常的工作日，而不得不力求

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

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时间的办法，来防止过度劳动时，

０６１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他们不过是在履行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种族的一种义务罢了。他们

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加些限制罢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

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末，他

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

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同时，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

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

工人阶级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绝境。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但同时仍会降低

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同加强榨取工人劳动量的程度，以

及同因此而加速的劳动力的损耗程度不相适应，这种情形是可能

发生的。资本家也能用别种方法达到这点。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统

计学家会告诉你们，在郎卡郡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

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现在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１３６下

的，除了作为家长的成年男子，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

小孩，而他们工资总额的增加同从工人家庭榨取出来的剩余劳动

的总量的增加是不相称的。

甚至在工作日有一定界限的情况下，即在现今一切服从工厂

立法的工业部门中存在这种界限的情况下，仅仅为了把劳动价值

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工资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

迫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

服从工厂立法的那些生产部门，由于机器动作速度的加强和每个

人管理的工作机数量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

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

短保持应有的比例，那末这种缩短还能让工人得到好处。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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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限度被破坏了，工人在一种形式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在另一种形

式下丧失掉，而１０小时的劳动就可能造成像从前１２小时那样大

的破坏影响。工人通过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

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不过是反对使自己的劳动跌价和自

己的种族退化罢了。

（４）你们都知道，由于某些原因，——对于这些原因，现在没

有说明的必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坏。

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

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

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

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偿的，而在整

个周期范围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

的。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

不被从生产中完全抛出去，他的工资也一定会被降低。为了不致受

骗起见，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的时候，也应当在工资究竟该

降低多少的问题上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如果工人在资本家获得特

别高的利润的繁荣阶段不争取提高工资，那末他在整个工业周期

内，平均说来甚至会得不到自己的平均工资或自己劳动的价值。工

人的工资在周期中的不顺利阶段是必然要下降的，因此，如果要

求工人在顺利的阶段拒绝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那就未免太愚蠢

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于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

趋于平衡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趋于平衡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

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和

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这就是说，劳动也必然要经历同样的变动，

而且只是由于这些变动的结果，才能够获得与其价值相适应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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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却把劳动放

在那些调节商品价格的规律之外，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

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争

取自己工资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如

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

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

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５）在我所考察过的一切场合——它们是一百个中的九十九

个——我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跟随先前的变化

而来的，是由于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

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为供给和需求的升降所决定

并与工业周期的各阶段相适应的市场价格涨落等方面发生变化所

必然产生的结果；简言之，这一斗争就是劳动对资本先前行动所

表示的一种反抗行动。如果撇开这些情况来考察争取提高工资的

斗争，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制约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那

你们就是根据一个错误的前提去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１４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

（１）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以及他们周期地

力图提高工资，同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正是受下

面这一事实所制约，即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因而也就受那些支

配着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的支配。其次，我又已经指出，工资的

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却不会影响到商品的平均

价格，也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现在终于发生了一个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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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呢？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说，劳动的市场价格，如同其他一切商品

的市场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

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起来只会是

自己劳动的价值，亦即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的价值来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生活资料的价值又是由生产

这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某些特点而与其他一

切商品的价值不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

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

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

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

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

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自己的

极限，虽然伸缩性很大。它的最高限度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

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来每天重复

这样紧张的工作。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

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

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

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

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

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

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里窝尼亚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

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从桑顿先生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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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过剩论”
１３７
一书里看出，该书作者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

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

不同而多少有些不同。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

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限界以外什么

也不会剩下。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

税者兼尸位素餐者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这个战争是为

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而发动的），仁

慈的英国农场主（我们在先前某次会议上曾好意地谈过他们），竟

把农业工人的工资甚至降低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

而对于为保持工人的肉体生存并延续其种族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方

面的缺额，他们则根据济贫法１３８用救济金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

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的骄傲自由民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内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内

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

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

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

这种比较也可以表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

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决定其最低限度

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

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我们

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限

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

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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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

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

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

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

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

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

方向上进行抵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２）至于谈到限制工作日，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各国，这种限

制从来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

经常压力，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工作日的限制决不

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这种采取普遍政

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

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

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

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

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办法，也

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于

空虚的情况。对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说来，当雇佣工人仅仅是

一种过渡状态，他们希望迟早总能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

地的这种情况，父母为怀的不列颠政府不久前就开始奉行一种所

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对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

借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古老的文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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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例如拿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时期提高的

情形来说吧。由于这种提高而产生的后果怎样呢？农场主没有能

够——正如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会劝告他们的那样——提高小麦的

价值；他们甚至没有能够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相反，他们不得

不听任这种市场价格下降。但在这十一年中，他们采用了各种机

器，开始掌握各种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了牧场，增

大了农场的规模，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并且由于采取了这

些以及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

后，又使得农村人口相对过剩起来了。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有居民

的古老国家内用来或快或慢地对付提高工资的方法，一般都是如

此。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经常跟劳动相竞争，并且往往只有

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的条件下才可能被采用１３９；然而采用

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罢了。同一发展过程，

一方面使简单劳动成为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又使熟练劳动简单化，

因而也就使其价值降低。

这同一规律还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是愈来愈快。由此可以作

出结论，——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生活的时代，近代工业还处

于幼年时期）所作过的那样，——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由于能保

证对工人劳动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必然会使情况对工人有利。现代

许多著作家都同意这种观点，所以对于最近二十年来英国资本的

增加比人口的增加迅速得多，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大量提高一事，

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愈来愈大的变

化。资本中由不变资本即由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等所构成的

这一部分，比耗费在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上的那一部分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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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这一规律已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

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及其他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过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构成部分原来的比例是一比一，那末它在

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将成为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

６００，其中３００是用在工具和原料等上面，其余３００是用在工资上

面，那末要造成对６００工人而不是对３００工人的需求，就需要使

总资本增加一倍。但是如果总资本６００中有５００是用在机器和原

料等上面，只有１００是用在工资上，那末要造成对６００工人而不

是对３００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６００增至３６００。因此，在

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不错，

这一需求是增加的，但它是在和总资本的增加比较起来日益递减

的比例上增加的。

上面这些不多的解释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

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

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

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既然现代制度下的实

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末，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

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

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

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明：工人为工资水平进

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

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

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

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

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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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

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

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

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

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

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

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

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

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

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

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

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１）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

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２）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

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

（３）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

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

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

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

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

劳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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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１４０

一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阁下：

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运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一

开始就用不多的几个字——恢复波兰表达出来。整个宪章运动时

期的情形是如此；法国工人在１８４８年前很久，以及在值得缅怀的

１８４８年是如此，他们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走向制宪议会的时候曾

经高呼《ＶｉｖｅｌａＰｏｌｏｇｎｅ！》——波兰万岁！
１４１
德国的情形也是如

此，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好几家机关报都曾要求对

俄作战以恢复波兰。１４２就是现在，除了下面将要详细谈到的一个仅

有的例外，情形也是如此。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

治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达他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要求。

诚然，资产阶级也曾“同情过”，而且现在也还“同情”波兰人，

但是，这种同情并不妨碍他们在１８３１年、１８４６年和１８６３年让波

兰人陷于灾难，甚至也不妨碍他们一面在口头上维护波兰的利益，

一面却放纵波兰最凶恶的敌人如帕麦斯顿勋爵之流（这些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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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俄国的帮凶）去为非作歹。工人阶级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

们要过问，而不是不过问；他们要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干涉波兰

的事务；而且每当波兰人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时候，他们都

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不久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更充分地表达了它

所代表的阶级的这种共同的本能的感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

“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１４３

西欧工人和中欧工人对外政策的这一纲领，得到了这个纲领

被提给的那个阶级的一致承认，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

里只有一个例外。在法国工人中间，有一小部分是已故的比·约

·蒲鲁东的学派的追随者。这一学派ｉｎｔｏｔｏ〔完全〕与大多数先

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驰；它把他们称之为愚笨的大老粗，在

大多数问题上都与他们持完全对立的意见。它对他们的对外政策

也是抱这种态度。蒲鲁东主义者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像

斯泰里布雷芝的陪审员一样，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他们称赞

俄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国，像美国那样微

不足道的国家甚至不值得和它并提。他们责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

员会，说它抄袭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ｔｉｅｓ）①，宣布慷慨的俄国民族（ｐｅｏｐｌｅ）不在文明欧洲范围以内，而

这是违反世界民主和各民族友好原则的严重恶行。这就是他们的

责难。１４４如果把他们的民主辞句丢在一边，那就立刻可以看出：他

１７１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

①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用了ｎ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Ｈａ ）和ｐｅｏ

ｐｌｅ（ ）三个词。这三个词一般都译“民族”，我们在这里同样也译“民

族”。但在本文中这三个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为了不致混淆起见，凡原文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ｐｅｏｐｌｅ的地方，我们都附上原文；凡不附原文的地方，则原文

都是用ｎａｔｉｏ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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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在怎样逐字逐句地重复各国极端保守派关于波兰和俄国的言

论。诸如此类的责难是不值一驳的；但是，既然这些话是出自工

人阶级一部分人之口（尽管是很小一部分人），那就应当再一次考

察一下俄波问题，论证一下今后我们可以称作已联合起来的欧洲

工人的对外政策的那种东西。

可是，为什么在谈到波兰的时候，我们总是只提一个俄国呢？

难道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德意志人的强国不也是参加了对波兰

的掠夺吗？难道它们不也是奴役着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并同俄国一

起镇压波兰的任何民族运动吗？

大家很清楚，奥地利如何持续不变地力求站在波兰事务之外，

如何长期地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策划的瓜分计划。波兰曾是奥地利

反对俄国的天然同盟者。自从俄国成为威胁力量的那一刻起，最

符合奥地利利益的，莫过于在奥地利和一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之间

保持一个不受侵犯的波兰。奥地利只是在看到波兰的命运已经决

定，不管有没有它参加，另外两个强国都决心要消灭波兰的时候，

才出于自卫感而加入它们一伙，以便也能拿到一份领土。但是，早

在１８１５年它就主张恢复独立的波兰；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６３年，它曾准

备在英法同意支持它时为此而战，并放弃自己占据的一部分波兰

领土。克里木战争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谈论这一切，并不是为

奥地利政府的总的政策进行辩护。奥地利经常都在证明：压迫更

弱小的民族，是奥地利统治者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在波兰问

题上，自卫的本能比对新的领土的贪婪和统治者的习惯都更加强

烈罢了。这就是目前不必谈奥地利的原因所在。

至于谈到普鲁士，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很小，没有多

大意义。它的朋友和盟国俄国居然把它在三次瓜分中所得到的弄

２７１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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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十分之九。而留在它手上的这一点点东西，却像梦魔一样缠

得它透不过气来。这就把它拴在俄国的凯旋车上，使得它的政府

竟然在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能够毫无阻碍地在普属波兰，以后更进

而在全国所有其他地方，破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集会权利和

出版自由；这就完全弄坏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资产阶级

由于担心在东方边界上失去若干平方英里的领土，曾允许政府把

波兰人置于法律保障之外。不仅是普鲁士的工人，而且整个德国

的工人，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关心波兰的恢复，而且在每

次革命运动中他们都表明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恢

复波兰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摆脱对俄国的臣服地位。因此，

我们觉得：普鲁士也不是罪魁。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这个

国家里有像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提出自己

的政治纲领，而这个纲领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问题才不会涉及俄罗斯这个民

族，而要受到谴责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

３７１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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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有人说，要求波兰独立似乎就意味着承认“民族原则”，而民

族原则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仑专制所搞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

发明。这个“民族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１８１５年的条约划定的欧洲各国的疆界，只符合于外交的

要求，主要是符合于当时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俄国的要求。无

论是居民的意愿、利益，或者民族区分，都没有加以考虑。于是，

波兰被瓜分了，德国被分裂了，意大利被分裂了，至于居住在东

南欧的当时还很少为人知道的许多更小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就

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力求恢复民

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没有民族统一，民族

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当１８２１—１８２３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

尝试被镇压下去以后，以及又在１８３０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文明

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

定一种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解放和统一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

便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１４５１８４８年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时，被压迫

民族中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匈牙利。关于欧洲每一个大的民族

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它的邻邦这

一点，当然不会有两种意见，因为这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一

权利确实是所有民族内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例如，当德国还

４７１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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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奥地利直接地、或者通过自己的附庸去奴役意大利的时候，

它能不能达到自由和统一呢？要知道奥地利王朝的彻底摧毁是德

国统一的最首要的条件！

这种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的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对政治

独立的权利，当然不能不得到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样承认。实

际上，这也就是承认其他生命力显然很强的大的民族具有那种正

是各国工人为自己所要求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不过，这种承

认和对民族愿望的同情，只是同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

了的民族有关；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积匈牙利。而法国、

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它们没有被分裂，也没有处在外

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这件事有关；至于说到俄

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

这些赃物。

路易 拿破仑，这个“上奉天命、下承民意”的皇帝，于１８５１

年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以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发明一种

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称。于是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

则”——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都应

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每一个单独

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

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Ｎａｔｉｏｎｓ，

而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

已消失了的民族（ｐｅｏｐｌｅｓ）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

５７１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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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

线是与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ｅｓ）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

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

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

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

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

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

（ｐｅｏｐｌｅ）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

和亚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国，同样，比利时和瑞士

的法兰西人也不愿在政治上再合并于法国。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

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

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

格具有多样性。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原则”同民主派和工人

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之

间，是有差别的。“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

（ｐｅｏｐｌｅｓ）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也触及的话，那

也只是为了混淆问题。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

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ｐｅｏｐｌｅｓ）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

关于一些民族（ｐｅｏｐｌｅｓ）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

权利问题，这些民族（ｐｅｏｐｌｅｓ）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

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

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ｐｅｏｐｌｅ）在欧洲的

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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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

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

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

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１４６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

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轻信者；所有这些不

过是一句便当的空话，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

不管这种发明多么空洞，但是要把它想出来，却需要比路易

拿破仑的头脑更加聪明的头脑。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

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

出来的发明。正如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的，俄国在遵守民族原则的

借口下吞并了旧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种思想已经存在有一百多

年了，而现在，俄国正在经常地利用它。泛斯拉夫主义不就是俄

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民族原则应用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

卢西人１４７、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其他在土耳其、匈牙利和德国

境内的昔日的斯拉夫民族（ｐｅｏｐｌｅｓ）的残余吗？甚至就在现在，俄

国政府还有许多代理人奔走于挪威北部和瑞典的拉伯兰人中间，

为的是在这些游牧的野蛮人当中鼓吹“大芬兰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的思想，说在欧洲的极北地区应当恢复大芬兰民族，当然，是在

俄国的庇护之下。被压迫的拉伯兰人的“绝望的哭声”在俄国报

刊上响得很厉害，但这哭声不是出自被压迫的游牧人自身，而是

出自俄国的代理人，——要知道，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

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

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只有在东欧，民族原则才

能够真正被发明出来，在那里，一千年来亚洲人入侵的浪潮一个

接一个涌来，把一大堆一大堆混杂的民族碎片留在岸上，直到现

７７１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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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学家也只能勉勉强强把它们区分开来；在那里，十分混乱

地杂居着土耳其人、操芬兰语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

以及近一打斯拉夫部落。这就是制造民族原则的基础，而俄国是

怎样把它制造出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波兰的例子。

８７１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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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族理论（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之运用于波兰

在波兰，也同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居住着各种不

同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的人。波兰的大多数居民即它的基本核心，

无疑是操波兰语的本地波兰人。可是，自１３９０年起，波兰本土就

已经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１４８，后者在１７９４年最后一次瓜分以前

曾是波兰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立陶宛大公国境内，曾

经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落。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省份由立陶宛人

自己管辖，这是一种与他们的斯拉夫邻人操不同语言的民族（ｐｅｏ

ｐｌｅ）；这些立陶宛人很大一部分曾被日耳曼移民所征服，而日耳曼

移民反过来又吃力地防预着立陶宛的大公。其次，在现今的波兰

王国的南部和东部，住着白俄罗斯人，他们的语言介乎波兰语和

俄罗斯语之间，而更接近于俄罗斯语；最后，在南部地区还住着

所谓的小俄罗斯人，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现在的语言与我

们通常称之为俄罗斯语的大俄罗斯语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有人

说，要求恢复波兰就意味着诉诸民族原则，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

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恢复波兰，就是恢复至少由四个不同

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组成的国家。

当旧的波兰国家由于同立陶宛合并而组成时，俄国的情形是

怎样的呢？那时，它还处在蒙古征服者的铁蹄之下，而在这以前

９７１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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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年，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就已经共同努力把蒙古征服者赶

回东方，赶过德涅泊河去了。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

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

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

野心。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

庭皇帝的双头鹰添进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他们未来的

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沙皇

格勒即沙皇城（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

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的吞并欲望；可是，波兰

人从来就是骁勇的，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强大的民族（ｐｅｏｐｌｅ），他

们不仅善于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且还能进攻别的国家；十七世纪

初，他们甚至把莫斯科占领了好几年１４９。

当政的贵族的逐渐腐化，资产阶级赖以发展的力量不足，以及

耗尽国家元气的连年战争，终于摧毁了波兰的威力。一个顽固地保

持着封建社会制度不受侵犯的国家，当它的所有邻邦都在进步，形

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发展了贸易和工业，建立了许多大城市的时

候，——这样的国家就注定要衰落。贵族确实使波兰衰落了，完完

全全衰落了。而在把它弄到这步田地之后，贵族又互相责难，并把

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外国人。１７００年至１７７２年的波兰历史，

不过是俄国人在波兰篡夺政权的编年史，而这种篡夺之所以可能，

就是由于贵族的出卖。俄国兵差不多不断地占领着这个国家，波

兰国王即使自己并不想做卖国贼，但也愈来愈成为俄国大使手中

的玩物。这种把戏耍得那样成功，继续得那样长久，以至于到波

兰最后被灭亡的时候，整个欧洲都没有提出一声抗议，而大家感

到惊奇的只是：为什么俄国那样慷慨地把那么大一块领土让给了

０８１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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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和普鲁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次瓜分的方式。当时在欧洲已经存

在着一种文明的“舆论”。虽然“泰晤士报”１５０当时还没有着手去制

造这种商品，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

十八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俄国向来就知

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没有忘

记去争取这种舆论。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

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

奉最文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

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①”，宣扬俄国是世界

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维护者。

信教自由——这就是为了消灭波兰所需要的字眼。波兰在宗

教问题上从来就是非常自由的；下述事实就是证明：当犹太人在

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遭到迫害时，他们在这里却找到了避难所。东

部各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正教，而波兰人则是天主教徒。这些正

教徒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十六世纪时被迫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

力，因而被叫作东方礼天主教徒，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各方

面仍然保持原先的正教信仰。这主要是农奴，而他们的高贵主人

差不多全都是天主教徒；这些农奴按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来说都是

小俄罗斯人。可是俄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家里，除正教而外，不容

忍其他任何宗教，它把叛教当作罪行严加惩罚，它征服别的民族，

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同时不断加强对俄罗斯农奴的束缚，——

１８１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三

① 塞米拉米达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据希腊历史家说，她在巴比伦建筑了一座

被称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译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就是这个俄国政府，却很快对波兰大肆攻击起来，它借口信教自

由，说什么因为波兰压迫正教徒；借口要维护民族原则，因为东

部地区的居民是小俄罗斯人，需要把他们合并到大俄罗斯里去；并

且借口革命权利，武装农奴去反对他们的主人。俄国是完全不择

手段的。人们在谈到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时，总是把它看做一种非

常革命的东西；但是，俄国大约还在一百年以前就在波兰开始了

这样的战争，而这是阶级战争的绝妙样品，当时，俄国的士兵和

小俄罗斯的农奴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但只是为了给

俄国的吞并作准备；一旦吞并实现，还是那些俄国士兵就又把农

奴拖回他们主人的枷锁之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信教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因为民族原则

当时在西欧还不是时髦的东西。不过，那时已有人在小俄罗斯农民

面前摆弄这一原则了，而从那时起，它在波兰事务中就开始起着重

要的作用。俄国首先的和主要的贪求，就是把所有的俄罗斯部落都

统一到沙皇的政权之下，沙皇自称为全俄罗斯其中也包括白俄

罗斯和小俄罗斯的专制君主（ＳａｍｏｄｅｒｇｅｔｚｖｓｅｃｋｈＲｏｓｓｙｉｓｋｉｋｈ）。

为了证明它的贪求仅止于此，它在三次瓜分的时候都竭力表示自

己只关心白俄罗斯地区和小俄罗斯地区合并于俄罗斯的问题，而

把居住着波兰人的地方，甚至把小俄罗斯的一部分（东加里西

亚）留给自己的同谋者。可是，现在的情形怎样呢？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４

年被奥地利和普鲁士吞并的大部地区，现在却以波兰王国这个名

称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波兰人中间逐渐唤起一种希望：

好像只要他们服从俄国的最高权威，放弃对昔日立陶宛地区的一

切要求，他们就可以期望把所有其余的波兰地区统一起来，在以

俄国沙皇为国王的条件下恢复波兰。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普鲁士和

２８１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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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对打起来，那末非常可能是这样一场战争：归根到底将不

是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归并于普鲁士或威尼斯归并于意大

利，而是把奥地利所占领的波兰部分，和至少是把普鲁士所占领

的波兰部分归并于俄国。

这就是民族原则运用于波兰事务的情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６年１月底—

４月６日

载于１８６６年３月２４、３１日和５月

５日“共和国”周报第１５９、１６０

和１６５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共和国”周报

３８１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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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警  告１５１

不久以前，伦敦的裁缝帮工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对抗大

部分是大资本家的伦敦裁缝师傅，成立了一个全行业工会１５２。问题

不仅是要使工资同消身品上涨的价格相适应，而且要结束对这个

工业部门中的工人们的极其恶劣的待遇。师傅们企图主要从比利

时、法国和瑞士招募裁缝帮工来破坏这个计划。针对这一点，国

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在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的报纸上

提出了警告，警告收到了圆满的效果。１５３伦敦裁缝师傅的诡计破产

了，他们不得不放下武器，并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

师傅们在英格兰遭到失败后，现在又企图从苏格兰开始进行

反扑。正是由于伦敦事件，他们在爱丁堡也不得不先同意提高工

资１５％。但是背地里他们却派代理人到德国（包括汉诺威和梅克

伦堡的农村）去招募裁缝帮工，把他们运到爱丁堡来。第一批裁

缝帮工已经取道水路动身了。这种输入的目的同把印度的①

ｃｏｏｌｉｅｓ（苦力）输入牙买加一样，就是要使奴隶制度永远保存下去。

如果爱丁堡的师傅们利用从德国输入劳动力的办法而得以取消他

们已经作出的让步，那末这也必然会影响到英国。结果，吃亏最

４８１

① 手稿上是“亚洲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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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会是德国工人自己，因为他们在大不列颠的人数比所有其他

大陆国家的工人都要多。而新运来的工人在异邦又将完全孤立无

援，很快就会沦落到贱民的地位。

此外，对于德国工人来说，向国外证明，他们也像自己的法

国、比利时和瑞士兄弟们一样，能够维护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而

不会同意在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充当资本的顺从的雇佣兵，乃

是有关他们荣誉的事情。

    受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①的委托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６年５月４日于伦敦

德国裁缝帮工如果想得到有关英国情况的较详细的材料，请

寄信给伦敦裁缝工会德国分会委员会，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如下：

伦敦瑞琴特街海登巷王冠饭店，阿尔伯特·弗·豪费。

载于１８６６年５月１５日

“上莱茵信使报”第１１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上莱茵信使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５８１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三

① 手稿上是“总委员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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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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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国战争短评１５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６年６月１９日

和７月５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６年６月２０、２５和２８日，

７月３日和６日“曼彻斯特卫报”

第６１９０、６１９４、６１９７、６２０１和６２０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曼彻斯特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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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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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里将陆续发表的几篇短评的目的在于纯粹从军事观点对现

在的战争事件进行公正的评述，并尽可能地指出这些事件对于当

前的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先受到决定性打击的地区必将是萨克森和波希米亚边境。

意大利的战争在四边形要塞区１５５被攻占以前恐怕不会带来什么重

大的战果，而攻占四边形要塞区则需要较长时间的战斗。在西德

意志可能会有不少军事冲突，但是从那里的作战军队的数量看来，

所有这些冲突的结局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事件相比较，仅具有次

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将暂时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转向波希米亚

地区。

想要判断交战双方军队的力量，实际上只计算步兵就够了，不

过我们应当注意到，奥普两军骑兵数量的比例是３比２。两军炮兵

的比例大约和步兵相同，每１０００人平均约有３门炮。

普鲁士步兵包括２５３个基干营、８３１２个后备营和后备军（年

龄为２７—３２岁的第一类后备军）的１１６个营。后备营和后备军的

营组成要塞的警备部队，此外还准备用来对德意志诸小邦作战，而

基干部队则集中于萨克森及其周围以对付奥地利北部的军队。除

了占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１５个步兵营以及原先担任拉施

塔特、美因兹和法兰克福警备部队而现在集中在维茨拉尔的１５个

步兵营以外，留作主力军的约有２２０个步兵营。连同骑兵、炮兵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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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由邻近要塞调来的后备军部队，这支军队约有３０万人，编

成９个军。

奥地利北部的军队有７个军，每一个军的兵力都要比普鲁士

的军大得多。目前，关于它们的人员和编制我们知道得很少，但

我们有一切根据来假定，它们约有３２—３５万人。因此，数量上的

优势看来是在奥军方面。

普鲁士军队的总指挥将是普鲁士国王①，也就是说，一位阅兵

场上的英雄。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平庸的人，性格软弱，但又十

分顽固。在他周围的首先将是以毛奇——一位优秀的将军——为

首的总参谋部，其次是由国王的宠臣组成的“军事枢密室”，再其

次则是那些可能被他召来作随员而无固定职务的将官们。在大本

营本身确保军队打败仗的做法中，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效的了。在

这里，在军队参谋部和国王枢密室之间从一开始便自然会产生勾

心斗角，双方都要争夺最高的权力，都要制订并坚持自己得意的

作战计划。单由于这一点，就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统一的目的和一

致的行动。这以后就是召开无穷尽的军事会议，这些会议十次有

九次是以采取某种折衷办法而结束的，而这在作战当中是最坏不

过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命令常常同昨天的相矛盾，而

当情况复杂或变得危急时，却又发不下任何命令，而让一切听天

由命。正像拿破仑常说的： 《Ｏｒｄｒｅ，ｃｏｎｔｒｅｏｒｄｒｅ，ｄéｓｏｒｄｒｅ》

〔“朝令夕改，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负责，因为不负责任的国

王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没有直接的命令，任何人便

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国王的父亲②在１８０６年的战争中便是以同样

０９１ 弗·恩 克 思

①

②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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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来进行指挥的，结果是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的失败以及普

鲁士军队在三个星期之内全军复没１５６。没有理由认为现在的国王

比他的父亲更有魄力；同时，如果说他已找到俾斯麦伯爵这样一

个在政治方面可以绝对信赖的人，那末在军队里还没有这样一位

有足够声望的人可以同样地担负指挥作战的全责。

奥地利军队由贝奈德克将军绝对指挥，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指

挥官，至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此，最高指挥方面的优势无疑

是在奥军方面。

普鲁士军队分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在弗里德里希 卡尔

亲王指挥之下，由第一、二、三、四、七、八军组成；第二军团，

在王储①指挥之下，由第五、六两军组成。作为总预备队的近卫军

大概将合并于第一军团内。这种编制不仅破坏指挥的统一，而且

常常会使这两个军团沿不同的作战线运动，需要彼此协调地行军，

并在敌人行动范围内规定会合地点；也就是说，当它们应当尽可

能在一起行动的时候，这种编制却促使它们分散行动。普鲁士军

队在１８０６年和奥地利军队在１８５９年１５７都是在极相似的情况之下

由于采取同样的做法而被击败的。至于这两位指挥官，王储以军

人而论是个未知数，而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在丹麦战争１５８中则确

实没有表现出一个伟大统帅的才干。

奥地利军队不是采取这样的编制；各军军长直接隶属于贝奈

德克将军。因此，在军队的组织方面，奥军也优于自己的敌人。

普鲁士兵士，特别是预备兵以及用来补充常备军的缺额的后

备军兵士（他们的数目相当大），是迫不得已来作战的；奥军则相

１９１德国战争短评——一

① 弗里德里希 威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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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他们早已希望与普鲁士一战，并且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因此，他们在士气方面也同样占着优势。

普鲁士已有５０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它的军队整个说

来是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因而具有一切和平时期的军队所特有

的那种拘泥形式和墨守成规的缺点。毫无疑问，在最近时期，特

别是自１８５９年以来，他们曾经多方努力摆脱这些缺点；但是４０年

来所养成的习惯并不是那样容易根绝的，特别是在最重要的职位

上，也就是在校级指挥人员当中，仍然有大量迂腐的庸才。但是

奥军在经历了１８５９年的战争后，现在已经根本克服了这个缺陷，

而且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以很高的代价所换取的经验。因此无疑

地，在具体的组织方面、对战争的适应性和经验方面，奥军也同

样优于普军。

除了俄国军队以外，现在只有普鲁士军队才把密集的长纵队

作为自己的标准战斗队形。试设想一下，如果把英国步兵营的８个

连排成纵队，各连之间的距离缩短四分之三，正面不是１个连，而

是２个连，那末，这样的一个由四列（每列２个连）组成的营纵

队，就是“普鲁士式的攻击纵队”。对线膛武器来说，这是再好不

过的靶子了，由于线膛炮可以从２０００码的距离对它进行射击，所

以它几乎不可能接近敌人。只要有一发炮弹在这一大群人中间爆

炸，这个营在这一天当中恐怕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

奥地利军队采用了法国式的疏开的纵队。把它叫做纵队，还

不如叫做距离为２０—３０码的两列或三列横队。这样的队形是不会

比展开的横队遭受更大的炮火杀伤的。因此，战斗队形方面的优

势也在奥军方面。

普军只有两个因素能与奥军的所有这些优势相抗衡。他们的

２９１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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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需机构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他们军队的给养会比较好些。奥

军的军需机构也和奥地利一切行政机构一样，是行贿受赂和营私

舞弊的巢穴，它未必比俄国的好些。甚至现在我们就听说，前线

的军队的给养很坏并且供应不经常，而在要塞里就更糟了，因此

对于四边形要塞区的要塞来说，奥地利行政机构可能是比意大利

炮兵更为危险的敌人。

普军的第二个优点是他们的武器比较好。虽然他们的线膛炮

无疑比奥军的好，但是这个优点在野战中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普军

和奥军步枪的射程、弹道和射击精度几乎是相等的，但是普军的步

枪是后装枪，因此他们能在队列里以每分钟至少四发的速度进行

不间断的准确的射击。这种枪的巨大优越性已在丹麦战争中被证

明了，而奥军对这一点无疑会体验得更深刻。如果奥军不用很长时

间进行射击，而是立刻进行刺刀冲锋（据说贝奈德克曾指示他们这

样做），那末他们便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在丹麦战争中，普军的损失

从未超过丹麦军队的损失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仅及十分之一；就

像不久以前“泰晤士报”的一位军事记者所完全正确指出的那样，

丹麦军队几乎到处都为兵力少得多的敌军所击败１５９。

然而不管普军的针发枪如何，优势仍然不在他们方面；如果

他们希望不致因奥军在指挥、组织、战斗队形和士气方面的优势，

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不致因本军的指挥官而在第一次

大的会战中就被击败，那末他们就必须表现出一种为一支处于和

平状态达５０年之久的军队所不大可能有的英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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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们开始对波希米亚边境上的两大军队显然的无所作为表示

焦急。但是这种迟滞是有许多原因的。奥军和普军都很清楚地认

识到可能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当前这一次冲突的重要性。双方都

匆匆地向前线增调所能动用的一切兵力；奥军派出新编成的一部

分部队（各步兵团的第四和第五营），普军则派出最初仅准备担任

警备勤务的后备军部队。

同时，无论哪一方都似乎企图进行机动，以便造成比对方有

利的态势，而使自己能在最有利的战略条件下开战。为了了解这

个问题，我们必须翻阅一下地图，研究一下两军配置的地区。

假定柏林和维也纳是两军当然的退却点，因而奥军将力图占

领柏林，普军则力图占领维也纳；这时就有三条路线可供双方行

动。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在行军中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以

便能利用这个地区的资源维持生存，同时为了迅速前进，它不能

不分成几个纵队沿数条平行的道路行军；因此军队的正面的宽度

根据敌人的远近和道路间的距离的大小可能为１６—６０英里。这一

点应当考虑到。

沿易北河和莫尔达瓦河左岸经过莱比锡和布拉格的道路可以

作为第一条路线。很显然，在这一条道路上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

都必须两次渡河，并且第二次是在敌前渡河。假使某一方军队沿

这条道路前进，企图迂回对方的翼侧，那末后者就会沿比较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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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较短的道路行军，因而能在河线上超过敌人的迂回部队，同

时如果他能将迂回的部队击退，他便可以直驱敌人的首都。既然

这条路线对于双方同样不利，因此可以不去考虑它。

第二条路线沿易北河右岸，在该河与苏台德山脉（西里西亚

同波希米亚及莫拉维亚交界处的山脉）之间。它几乎与柏林到维

也纳的直线相吻合。在目前位于两军之间的那一段路线上，有一

条由洛包到帕尔杜比策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横贯在南、西两面

以易北河为界而东北面以山为界的那一部分波希米亚地区。在这

个地区有许多良好的道路，如果两军彼此相向运动，那末冲突可

能就在这里发生。

第三条是通过布勒斯劳，再通过苏台德山脉的路线。这个山

脉在莫拉维亚边境一带并不很高，有几条很好的道路可以通过，但

在波希米亚边境的理森山则变得高耸而又险峻了。这里道路很少；

在特劳特瑙与赖兴堡之间４０英里内，山脉的整个东北部没有一条

可作军用的道路穿过。在那里仅有的一条道路，由希尔什堡通向

伊泽尔河谷，在奥地利边境突然中断。由此可见，长４０英里的这

一道障碍至少对携带无数辎重的大军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必须在

理森山西南翻越山岭，才能向布勒斯劳或经由布勒斯劳进攻。

两军如果在这条路上展开战斗，他们的交通线将怎样呢？

普军如由布勒斯劳向南进攻，便会暴露他们通往柏林的交通

线。如果奥军强大到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他们就可以让普军前

进到奥里缪茨营垒，在那里普军的推进会被阻挡住，而在这个时

候他们自己却可以向柏林挺进，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来恢复暂时被

破坏的交通线；或者他们可以在普军各纵队下山的时候将其各个

击破，并乘胜把他们击退到格洛高和波兹南，这样一来柏林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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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普鲁士省份就会任他们摆布了。因此，普军只有在数量上占

很大优势时，取道布勒斯劳进攻才是适当的。

奥军的地位则大不相同。他们有这样的优点，那就是他们帝

国的大部分领土位于布勒斯劳东南，也就是在由柏林到布勒斯劳

这一线的延长线上。他们只要在维也纳附近的多瑙河北岸构筑工

事以保证首都不致遭到突然袭击，那末他们便可以暂时甚至较长

期地放弃他们与维也纳之间的直接交通线而从匈牙利得到人员和

物资的补充。这样一来，他们在洛包方向上和布勒斯劳方向上，在

山北或者在山南，都可以同样安全地行动；他们具有比较他们的

敌人远为广泛的机动自由。

但是还有更多的原因使得普军不得不慎重从事。由波希米亚

北部边境到柏林的距离大约比到维也纳近一半；柏林所处的地位

要危险得多。维也纳有多瑙河作为屏障（被击败的军队可以得到

河的掩护），还有该河北岸的工事和奥里缪茨营垒的护卫。如果奥

军主力在战败后退守奥里缪茨，普军想要安然地通过是不可能的。

但柏林除开野战军以外却没有任何的屏障。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及

在我们第一篇文章所详述的那些条件之下，普军所应当做的，看

来显然是只能进行防御。

同样的情况以及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几乎使奥地利不能不采取

攻势。只要一次胜利就可以使它获得很大的战果，而失败却不会

使它失去抵抗的力量。

这次战局的战略计划从基本的特点来看必然是极其简单的。

无论谁首先发起进攻，他都要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或者向理森山

西北佯动而实际上向理森山东南进攻，或者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相反〕。长

达４０英里的障碍是战场上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双方军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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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然要在它的周围展开。我们将会听到关于在这个障碍的两端

上进行战斗的情况，而在此后数日内便可以看出进攻的真实方向，

还可能看出第一个战局的命运。但我们仍然认为：对于这样两个

彼此对峙而行动笨拙的军队来说，最直接的道路也就是最安全的

道路；如此大量的军队分成独立纵队沿不同的道路通过难行的山

地，这当中是有困难和危险的，因此这两支交战的军队大概一定

会沿洛包—帕尔杜比策的道路行动。

到目前为止，军队的实际调动情况如下。在６月的第一个星

期内，普军在蔡茨到格尔利茨的这一段萨克森边境上集中了萨克

森军团，在希尔什堡到奈塞河之间集中了西里西亚军团。到６月

１０日前，这两个军团彼此靠近，其右翼在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上，

极左翼则在瓦登堡附近。这以后，从１２日到１６日，由第一、五、

六军及近卫军编成的西里西亚军团重新向东扩展，这次扩展到拉

提博尔，也就是到了西里西亚的最东南角上。这似乎是佯动，特

别是据估计经常与主力共同行动的近卫军的运动更像佯动。如果

这不纯粹是佯动，如果不设法在最短期间迅速地把这４个军调回

格尔利茨的话，那末把这１２万多人置于辽远的角落里显然是一个

错误；他们的一切退路会被切断，并且无疑地会失去与其余军队

的一切联系。

关于奥军，除了知道他们已集中在奥里缪茨周围这一事实以

外，我们便知道得很少了。在奥军兵营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

有４万人的第六军在１９日由威斯基尔欣到达奥里缪茨，这证明他

们在向西运动。他又补充说：２１日，大本营将转移到莫拉维亚与波

希米亚边境上的特鲁包。如果这一报道不像是故意传至伦敦以便

再用电报转至普鲁士大本营而使其陷入迷惑的这样一种“谣言”的

７９１德国战争短评——二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话，这个转移也许就是说明一种向同一方向的前进。但是像贝奈

德克那样严守军事秘密而且对新闻记者又是那样反感的一位将

军，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恐怕是不会在１９日便告诉记者说２１日

他的大本营将在什么地方的。

在结束本文以前，我们再简单地谈谈在西北德意志的军事行

动。普军在那里的军队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还要多。他们把１５个营

配置在霍尔施坦，１２个营配置在明登，１８个营配置在维茨拉尔。

由于他们进行迅速的分进合击运动（在运动中部队表现出他们有

坚持强行军的意外的能力），他们在两日内便占领了由科布伦茨到

爱森纳赫一线以北的全部地区和王国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的全部

交通线。约７０００人的黑森军逃脱了，但１万或１２０００人的汉诺威

军沿直线向法兰克福退却的道路已被切断，并且早在１７日，普鲁

士第七军的余部计１２个营连同２个科堡营就已由易北河到达了

爱森纳赫。因此，汉诺威军几乎已被团团围住了，只有在普军犯了

奇迹般的愚蠢的过失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有救。等他们的命运决

定以后，５０个普鲁士营的兵力便马上可以用来进攻达姆斯塔德亲

王亚历山大在法兰克福编成的盟军。这支盟军包括约２３０００名维

尔腾堡人、１万名达姆斯塔德人、６０００名拿骚人、１３０００名巴登人

（刚刚被动员来的）、７０００名黑森人和１２０００名奥地利人（已从萨

尔茨堡出发），总共约６５０００人，他们还可能得到１万到２万名巴

伐利亚人的增援。据称，这些军队约６万人已在法兰克福集中完

毕，亚历山大亲王在２２日重新占领黑森后，已决心转为攻势。但这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普军在没有集中好足够的兵力以前是不会向

他进攻的，但在集中好兵力以后，拥有各种部队７万人同时又占有

武器上的优势的普军，一定会把这支杂牌军队迅速收拾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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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不是发生在波希米亚，而是发生在意大

利。四边形要塞区又给了意大利人一个战略教训。这个著名阵地

的威力，和一切比较重要的筑垒阵地的威力一样，与其说在于它

的四个要塞的高度防御力，不如说由于这些要塞位于在军事上有

其突出特点的地形上，就使得进攻的军队几乎总是自动地、有时

则是被迫地分兵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进攻，而防御的军队却可以

用他们所有的互相配合的力量来对付某一路进攻军队，以优势的

兵力粉碎它，然后转过来对付另一路进攻军队。意大利军队就犯

了这种错误。他们的国王率１１个师在明乔河附近行动，而查耳迪

尼则率５个师在波河下游蓬特拉哥斯库罗和波累泽拉附近行动。

一个意大利师有１７个营，每营７００人。因此，维克多 艾曼努尔的

兵力，连同骑兵和炮兵在内，至少有１２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人，而查耳

迪尼约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当国王于６月２３日渡过明乔河时，查

耳迪尼则应在下游渡过波河而插入奥军后方行动。但是直到现在

还没有接到关于这后一个行动的任何可靠的消息。查耳迪尼率领

的６万人可能、也许已经在上星期日扭转了库斯托查会战１６０的局

势，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还没有造成足以弥补大规模会战中所受

的损失的任何优势。

加尔达湖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两条支脉之间，这两条支脉在加

尔达湖以南形成两片丘陵地，明乔河即取道其间而流入曼都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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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湖。这两片丘陵地在军事上形成了坚固的阵地；丘陵地的南

坡俯视着伦巴第平原，而且在火炮射程内瞰制着这一平原。它们

在战史上是很出名的。培斯克拉和洛纳托之间的西面丘陵地曾经

是１７９６年卡斯提奥涅和洛纳托会战以及１８５９年索尔费里诺会战

的战场１６１。在培斯克拉和维罗那之间的东面丘陵地，在１８４８年曾

进行了三天的争夺战１６２；上星期日的会战所争夺的也是这一块丘

陵地。

东面这片丘陵地一方面朝明乔河谷方向逐渐向下倾斜，到瓦

列卓附近的平原为止，另一方面又面向东南成长弧形朝阿迪杰河

方向逐渐向下倾斜，直到布索兰哥附近的河岸为止。在从北往南

的这个方向上，它被一个深谷分成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提昂涅

河即由这个深谷中流过。因此，由明乔河前进的军队首先要强行

渡河，并且紧接着就要碰到这个深谷的阻碍。在平原附近的坡地

边缘，在深谷以东，从南往北，有下列村庄：库斯托查，索马康

帕尼亚，索纳和圣朱斯蒂纳。由培斯克拉到维罗那的铁路在索马

康帕尼亚附近穿过丘陵地，而公路则在索纳附近穿过丘陵地。

１８４８年，皮蒙特军队在夺取培斯克拉后，便封锁了曼都亚并

以中路军占领了东面这片丘陵地，把军队配置线由曼都亚扩展到

加尔达湖畔的里沃利。７月２３日，拉德茨基由维罗那率７个旅向

前运动，在中央突破了敌人拉得过长的防线后，占领了这片丘陵

地。７月２４日积２５日，皮蒙特军队企图夺回这个阵地，但在７月

２５日他们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后，便立刻经过米兰退到了提契诺河

西岸。这第一次库斯托查会战便决定了１８４８年战局的结局。

意大利大本营发布的关于上星期日所发生的会战的电讯矛盾

百出，但是我们参照了另一方面的电讯后，对于会战的经过就可

００２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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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维克多 艾曼努尔命令他的第一军

（杜兰多将军率领，有４个师，共６８个营）在培斯克拉与维罗那

之间占领阵地，以便掩护对培斯克拉的围攻。这个阵地无疑地应

当是索纳和索马康帕尼亚。第二军（库克基亚里将军率领，有３个

师，共５１个营）和第三军（德拉·罗卡将军率领，兵力与第二军

相同）应同时渡过明乔河以掩护第一军作战。第一军一定是在萨

利昂策附近或以南渡河并立刻朝丘陵地方向运动的；第二军似乎

是在瓦列卓附近而第三军则似乎是在戈伊托附近渡河并向平原前

进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星期六即６月２３日。奥军在明乔河附近

执行警戒勤务的由普耳茨指挥的旅，缓慢地向维罗那退却。在星

期日，也就是索尔费里诺会战纪念日，全部奥军由维罗那出发迎

击敌人。他们似乎在意军未到达前便占领了索纳和索马康帕尼亚

的高地以及提昂涅深谷的东缘。以后的战斗主要是抢占通过深谷

的隘路。在深谷南缘附近平原上进攻的意大利的两个军能够同占

领丘陵地的意大利第一军配合行动，因此库斯托查便落入他们手

中。平原上的意军渐渐地向维罗那方向逼进，企图攻击奥军的翼侧

和后方；奥军则派出部队迎击他们。因此两军的战线最初是东西相

对峙的，而现在则转了９０度，奥军面向南，意军面向北。但是因为

丘陵地由库斯托查延向东北，所以意大利第二军和第三军在翼侧

上的运动不能对占领这片丘陵地的第一军起直接的影响，因为他

们如果要前进到足够远的距离，他们这些侧击部队本身就会遭到

危险。因此，奥军似乎仅仅用了足以击退第一次攻击的部队来对付

意大利第二军和第三军，而以他们所能够使用的全部兵力向第一

军攻击并借其数量上的优势粉碎了它。他们取得了全胜。第一军

经过激战后被击退了，奥军攻占了库斯托查。这样一来，越过库斯

１０２德国战争短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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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查向东和向东北前进的意军右翼就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又

发生了争夺这个村庄的新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意军的被截断的

联络一定又恢复了，同时奥军从库斯托查方面的进攻也停止了。但

是，村庄仍在他们手中，当夜意军便不得不回头渡过明乔河。

我们对会战所作的这个概述，不能看做是一种历史的记述（因

为作为历史的记述来说还缺少很多的细节），而只能看做是根据手

中的地图和根据军事常识使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不同的电讯彼此

符合一致的一种企图而已。同时我们相信：如果这些电讯多少还是

正确和全面的话，那末我们的叙述也不会与会战的一般情况有太

大的出入。

奥军被俘约６００人，意军被俘约２０００人，并损失了几门火炮。

这说明会战并不是什么毁灭，而只是一种败北而已。双方兵力应

该说是大约相等的，虽然很可能奥军投入战斗的部队要比他们的

敌人少。意军有充分理由为自己庆幸，因为他们还没有被赶到明

乔河以西；但是配置在河流与深谷之间宽２—４英里地段上的第一

军，面对着敌人的优势兵力，其处境是十分危险的。轻视有决定

意义的制高地而把主力派往平原，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正像我们

在上面所已经指出的，把军队分散开，让查耳迪尼率领６万人留

在波河下游，而仅以其余的兵力进攻，这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意

军能坚决以全部兵力互相配合地进行机动，那末查耳迪尼就能协

助其他部队在维罗那获得胜利，然后再回师波河下游并且可以更

容易得多地渡河。但是看来他却留在头一天他所在的地点，而现

在则可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敌人。其实这一次意

大利人应当懂得，跟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在索

尔费里诺会战中，贝奈德克率领２６０００名奥军曾在整整一日内抵

２０２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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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了人数比他多一倍的皮蒙特军队，一直到他由于另一个军被法

军击败而奉命退却时为止。当时的皮蒙特军队比现在的意大利军

队好得多，他们受过较好的训练，比较一律，同时有比较精干的指

挥人员。目前的意大利军队是不久以前才编成的，因此必然存在这

类新编军队所特有的一切缺点，然而奥地利军队现在却比１８５９年

优越得多。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

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甚至加里波第的“千人

志士”也不仅仅是一群热心的爱国者，他们是些受过军事训练并且

在１８５９年学会了如何服从命令和沉着应战的人们。我们希望意大

利军队的参谋部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要轻率地对待奥地利的这支

军队，因为这支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在实质上却是比意

军强大的，况且他们还占领着欧洲最坚固的阵地之一。

３０２德国战争短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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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假设有一位普鲁士步兵或骑兵的年轻的见习军官在应尉官考

试时被问道：什么是普鲁士军队侵入波希米亚的最安全的计划？假

定我们年轻的军官这样回答：“最好的方法是把军队分为大致相等

的两路，派出其中的一路向理森山以东迂回，而另外一路向西迂

回，让它们在吉钦会合。”那末主考官对于这一答案会说些什么呢？

他会告诉这位年轻人说，这个计划违反了战略上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绝不能把自己的军队这样分隔开，以致它们彼此不能互相

支援，而是相反，应当使它们在一起行动；第二，在沿不同的道

路前进时，各纵队应在敌军活动范围以外的地点会合；因此答案

中的计划是一切计划中最坏的；这样的计划只有在波希米亚完全

没有敌军的场合下才能加以考虑，因此提出这样计划的人甚至不

配晋升为尉官。

但是聪明而博学的普军参谋部采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这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意军在库斯托查曾为之

付出代价的那种错误，普军又重复了，并且由于当时的条件而使

得这种错误更严重十倍。意军至少知道他们有１０个师，因此在数

量上超过了敌人。普军则应当知道：他们全部９个军加在一起，至

多也只是在数量上与贝奈德克的８个军相等，而分兵两路后，就

使这两路部队注定要被敌军优势兵力各个粉碎。要不是国王威廉

作统帅，那末像这样的计划居然被一群无疑是很精通本行业务的、

４０２ 弗·恩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组成普军参谋部的军官们加以讨论甚至加以采纳，这就是完全不

可理解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最高指挥权落在国王和亲王们手

中所引起的恶果竟来得这样快和这样猛。普军官兵目前在波希米

亚进行着决死的战斗。如果两路普军在吉钦或者在其附近的会合

受阻，如果其中每一路在遭受失败后将被迫由波希米亚退却，而

在退却中两军相距将更远时，那末就可以说这一战局实际上是结

束了。那时，贝奈德克对于王储率领的军团向布勒斯劳的退却可

置之不顾，而以他所有的兵力追击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率领的军

团，后者难免要全军复没。

问题在于，奥军是否能够阻止这个会合。一直到目前为止，我

们还没有得到关于在星期五即６月２９日傍晚以后战事进展的消

息。普军在６月２８日被埃德尔斯海姆将军赶出吉钦（这个地名波

希米亚人读做伊钦）后，在２９日重新攻击该城，这就是我们所得

到的最后消息。会合在那时还没有成功；有至少４个奥地利军和

一部分萨克森军当时曾与５个或６个普鲁士军进行战斗。

当王储军团的各个纵队翻山进入波希米亚这边的谷地时，他

们便遭到了奥军的迎击，奥军在谷地中比较开阔的地方占领了有

利的阵地，因而能在比较宽的正面上抗击普军纵队，并阻止普军

展开；普军这时就派出部队穿过两侧可以通行的谷地，袭击敌人

的翼侧和后方。这种情形在出地战中是常常发生的，而且这也是

在山地战中所以常常能够捕捉大量俘虏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弗

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的军团和黑尔瓦尔特·冯·比滕费尔德将军

的军团好像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通过了出口；最初的战斗发

生在伊泽尔河一线，也就是几乎发生在两军出发地的中途。企图

把最近三四天内接到的极端矛盾而又常常完全不可靠的电讯整理

５０２德国战争短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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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头绪，使它们一致起来，那只能是白费力气。

战斗的结果不能不是变化不定的；随着生力军的补充，胜利

有时倾向这方面，有时倾向那方面。但是，直到星期五为止，一

般的结果似乎是有利于普军的。如果他们能坚守住吉钦，那末无

疑地也许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就能会合，那时，他们就度过了最大

的危险。在普军争取会合的最后战斗中，双方大概都要集中大量

的兵力，这一战斗至少能够决定量近一段时间内的战局的进程。如

果普军成了胜利者，那末他们便立刻解脱了自身造成的困难，但

是他们本来可以不遭受这种不必要的危险而取得同样的、甚至更

大的优势。

战斗似乎很激烈。最先同普军交锋的是奥地利“黑黄”旅，该

旅在什列斯维希曾在从丹涅维尔克撤退的前一天攻击上捷耳克附

近的科尼斯堡。“黑黄”旅的名称是根据编成该旅的两团兵士的领

章、衣领和折袖的颜色而取的，这个旅始终被认为是最精锐的旅

之一。但是它被针发枪击败了，并且其中一个团（由马尔提尼指

挥）在连续五次攻击普军战线失利后已约有５００人被俘。在这以

后的战斗中，德国骑士团第三营的军旗也被夺走了。该团兵士完

全是在维也纳补充入伍的，它被认为是全军中最好的一个团。这

样看来，最精锐的部队都已加入战斗了。对于普军这样一支长期

处于和平状态的军队来说，这一次的确打得很漂亮。当实际宣战

后，普军士气大振，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德意志各邦的一小撮君主

都被驱逐出去了１６３。这使军队产生了这样的思想，——无论这是

否正确，我们只指出这是事实，——认为他们这一次是为了德意

志的统一而战，先前忧郁不乐的预备兵和后备军兵士高声欢呼着

进入了奥地利国境。这是他们所以能打得这样好的主要原因。但

６０２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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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应当把他们取得的胜利，多半归功于他们的后装枪；如

果说他们终于摆脱了由于他们的将军的荒唐而造成的困难，那末

他们就不能不感谢这种针发枪。关于这种枪大大优越于前装枪的

报道，这一次又是异口同声的。一个被俘的马尔提尼团的下士向

“科伦日报”１６４记者说道：

“我们确实做到了一个勇敢的兵士所能做的一切，但谁都经受不住这样

急速的射击。”

如果奥军被打败了，那末与其归罪于贝奈德克将军或朗敏将

军，还不如归罪于“探条”将军①。

在西北方面，曼托伊费尔将军的前卫在弗利斯将军指挥下向

汉诺威军队发起了坚决的进攻。汉诺威军队冷静地考虑了自己的

处境后，便投降了。因此，普军的５９个营便可以用来对盟军作战。

现在正是时候，普鲁士应当趁巴伐利亚尚未完全作好战争准备的

时机做到这一点，否则，为了征服西南德意志，就需要调动更多

的军队。大家都知道，巴伐利亚一向行动迟缓并且不能及时作好

战争准备，但是一完成了这些准备以后，它便可以出动６万到８万

精锐部队。也许不久我们将会听到普军迅速集中在美因河并积极

进攻黑森—达姆斯塔德亲王亚历山大及其军队的消息。

７０２德国战争短评——四

① 俏皮话：Ｒａｍｍｉｎｇ 是姓，《ｒａｍｒｏｄ》是前装枪装弹用的探条。——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五

普军在战局的初期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但后来它在战术

上作了惊人的奋勇努力，结果在整整８天之内便把这个战局胜利

地结束了。

在前一篇短评里我们曾经说过：普军以理森山为界分兵两路

侵入波希米亚的这种计划，只有在波希米亚境内没有敌军的场合

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贝奈德克将军那种不可思议的计划似乎主

要地正是在于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波希米亚西北部，也就是我

们一开始曾估计那里会展开决战的地方，全部只有两个奥地利军

——第一军（克拉姆 加拉斯指挥）和第六军（朗敏指挥）。如果这

样做是为了引诱普军陷入圈套的话，那末贝奈德克竟做得这样好，

以致自己反而陷入圈套了。普军分兵两路前进，其间有宽达４０—

５０英里的难以通行的地区，会合点距离出发点又有整整两日行

程，而且还位于敌人战线内，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机动，

如果不是贝奈德克的行动迟缓得出奇而且普军进行了奇袭和使用

了后装枪，那末这样一种机动会使普军遭到惨败。

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率领３个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二军，

第二军为预备队）在难以通行的高山以北，经过赖兴堡进攻，黑

尔瓦尔特将军则在高山以南率领一个半军（第八军和第七军的１

个师）进攻。同时，王储又率领第一军、第五军和第六军以及近

卫军在格拉茨附近的山地中行动。这样，一个军队被分成了三个

８０２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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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４５０００人在右，９万人居中，１２万人在左，并且这三个纵

队中没有一个可以支援另外一个，至少在几天以内是这样的。这

时，对于一个统率着至少与普军兵力相等的军队的将军来说，要

比任何时候都更易于各个击破敌人。但是看来却什么事也没有做。

６月２６日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在土尔瑙附近与奥地利第一军的

一个旅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战斗，由于这次战斗的结果他便和黑

尔瓦尔特取得了联络；２７日，后者占领明兴格雷茨，同时王储军

团的第一个纵队——第五军——向纳霍特进发，击溃了奥地利第

六军（朗敏指挥）；６月２８日是对普军稍为不利的唯一的一天，在

这一天，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的前卫占领了吉钦，但是又被埃德

尔斯海姆将军的骑兵赶了出来；同时，王储军团的第一军受到一

些损失，被奥地利第十军（加布伦茨指挥）阻止在特劳特瑙附近，

当近卫军沿第一军和第五军中间的道路向艾佩耳前进以后，它才

得以摆脱敌人。６月２９日，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攻击吉钦，王储

军团则彻底击溃了奥地利第六军、第八军和第十军。６月３０日，贝

奈德克再次企图以第一军和萨克森军队的兵力夺回吉钦，但是完

全失败了，此后，普鲁士两个军团便会合了。奥军至少损失一个

半军，而普军的损失还不到这个数量的四分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６月２７日，在战场上奥军只有２个军，

每个军约有３３０００人；２８日有３个，２９日有４个，如果普军一则

电讯确实，那末还有另一个军（第四军）的一部分；萨克森军只

是在３０日才来增援的。由此看来，在整个这个期间内，奥军有２

个或３个军未上战场，而普军则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波希米亚

了。事实上，到６月２９日傍晚以前，奥军在战场上的总数也许没

有超过普鲁士两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同时奥军部队是分批加入

９０２德国战争短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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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的，而援军又是在已进入战斗的部队失败以后才来到的，所

以结果遭到了惨败。

据称，曾在库斯托查地区作过战的第三军（恩斯特大公指

挥），在这次战斗后不久，便由铁路调往北面；在某些报道中称，

它已编入了贝奈德克指挥的作战部队。这一个军编入后全部奥军

连萨克森军队在内已有９个军，但这一个军没有适时到达，因而

未能参加６月最后几天的战斗。

无论普军作战计划有多么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被普军迅

速而有力的行动所弥补了。他们两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在作战上

都是没有错误的。它们的突击敏捷、有力而且坚决，因而得到了

全胜。在这两个军团会合后，他们的奋战精神并未衰减；他们继

续向前运动，７月３日，全部普鲁士军队就已经和贝奈德克的联合

部队遭遇，给了他们以最后的致命打击１６５。

很难设想，贝奈德克这一次是自愿应战的。无疑地，普军迅

速的追击使他不得不率领全部军队扼守坚固阵地，以便重新部署

兵力，并把退却部队的辎重提前一天撤走；他希望在白天不遭到

大规模的攻击，并且能够在夜间撤退。如果有可能安全退却的话，

任何人处于他这样的地位——有４个军完全被击溃，而且又遭受

如此严重的损失——都是不可能决心再进行决战的。但是普军逼

使他应战，结果便造成了奥军的全败。如果不缔结停战协定的话，

奥军现在将会企图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退到奥里缪茨或维也纳，

因为普军稍许运动以迂回他们的右翼，便会切断大量部队的直通

的退却路线而把他们赶到格拉茨丘陵地，在那里将他们俘虏。“北

方军团”在１０天以前还是欧洲的一支声名赫赫的军队，现在已不

复存在了。

０１２ 弗·恩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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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速射的针发枪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种武器，普

鲁士两个军团的会合就未必能成功，并且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如

果没有这样的火力优势，普军是不会取得这样巨大而又迅速的胜

利的，因为奥军一向不像大部分欧洲军队那样容易陷入惊慌失措。

但是还有其他的情况促成了这个胜利。我们已经指出普鲁士两个

军团从进入波希米亚后的那种优势的地位和坚决的行动。我们还

可以补充说明，在这次战局中，普军放弃了纵队而在进攻中主要

采用了展开的横队，因此可以发挥每一支枪的作用，并且使兵士

避免敌人炮火的杀伤。我们应当承认，被５０年的和平生活锈蚀了

的军队和指挥机构在行军相接敌时的行动竟然那样有秩序和准

确，这几乎是谁都不能意料到的。最后，全世界对于这支没有经

验的军队毫无例外地在每一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勇猛精神，

都一定感到惊奇。虽然可以说这是后装枪造成的，但是这些枪自

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普军

常常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并且几乎每次都是进攻者，因此

奥军有选择阵地的机会。而在对坚固的阵地和对设有街垒的城市

进攻时，后装枪的优点便几乎消失了，这时就要用刺刀进行战斗，

而普军的刺刀这一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骑兵也是以同样勇

猛的精神作战的；骑兵冲锋只能依靠冷兵器和战马的速度。法国人

说普军骑兵首先用马枪（后装枪或是别的什么枪）的火力乱射敌

人，然后才用马刀砍杀；这样的谎言只能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自己的骑兵常常要这样的诡计并且常常因此而受到惩罚，即被

勇猛冲锋的敌人所粉碎。确确实实，普军在一个星期以内便使自己

占居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这样高的地位，并且现在充满了这样的信

心：他们将可以和任何敌人较量。除开以耶拿会战为中心的战局

１１２德国战争短评——五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这一战局中，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全军复没）和以滑铁卢会战为

中心的战局（如果不算利尼会战１６６的失败）以外，历史上还从未有

过一次战局能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在未遭到任何大的挫折的情况

下，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

２１２ 弗·恩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

给代表的指示１６７

１ 国际协会的组织

临时中央委员会建议大体上采纳临时章程中所阐述的组织计

划。两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计划的正确性，并证明易于把它应

用于不同国家而不致使行动的统一受到损害。我们建议下一年中

央委员会仍设在伦敦，因为大陆的情况看来不利于作任何的改变。

中央委员会委员自然应由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章程第五条）；

中央委员会有权加聘委员。

总书记应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是协会中唯一领取

薪金的负责人。我们建议每星期付给他两英镑。①

协会每个个人会员的统一年度会费规定为半辨士（或一辨

士）。会员卡（证）的费用另付。

① 在法文和德文版里，下面紧接着这样一段话：“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委员

会的执行机构，应由代表大会选出；各个委员的职权由中央委员会确

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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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号召协会会员组织互助会，并彼此建立国际联系，同时，

我们把这一问题（组织互助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

的孤儿）的动议权留给瑞士人，因为他们在去年９月的代表会议

上曾提出这项建议。

２ 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

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

（ａ）一般说来，这一问题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协会

的目的就在于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

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

（ｂ）我们协会至今成功地执行着的一个特殊职能，就是反对

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随时准备利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

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

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

情，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

（ｃ）由工人阶级自己所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

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伟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

该熟悉所要涉及的资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

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我们建议：

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工作，按下述调

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

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

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中央委员会。中央

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总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

４１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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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每年的例行代表大会，经大会批

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改动）

１ 生产部门的名称。

２ 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３ 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人数。

４ 工资：（ａ）学徒工资；（ｂ）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

所付的工资额。平均周工资、平均年工资。

５ （ａ）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ｂ）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

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长短。（ｃ）夜工和日工。

６ 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７ 对工场和劳动条件的评定：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

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

８ 工种。

９ 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１０ 道德状况。教育。

１１ 生产情况。是季节性的生产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均衡，是

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

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１６８

３ 工作日的限制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

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５１２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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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

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

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 小时。这种限制是

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１６９代表大会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

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为了提起大陆上那些在工厂法方面经验较少的协会会员的注

意，我们还要补充说明：如果不精确指明这８小时劳动安排在一

天中的哪些时间里，则任何法定的限制都不能达到目的，而会遭

到资本的破坏。这一时间的长短应规定为劳动８小时，外加吃饭

的时间。例如，各次吃饭的时间共占 小时，法定的一天时间就

应该是９小时，比如说，从上午７时到下午４时或从上午８时到

下午５时，等等。夜工只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生产行业或生产

部门中当做一种例外。必须力争完全废除夜工。

这一节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况；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

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

们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所谓成年是指

年满１８岁的人。

４ 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

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９岁

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

６１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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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

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但目前我们的任务只是关怀工人

阶级的儿童和少年。

我们认为必须根据生理状况把男女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类，分

别对待：第一类包括９—１２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１３—１５岁，第

三类包括１６—１７岁。我们建议法律把他们在任何工场或家庭里的

每日劳动时间限制如下：第一类２小时，第二类４小时，第三类

６小时。第三类至少应当有１小时吃饭或休息的间歇时间。

也许，小学教育最好不到９岁就开始；不过我们这里所谈的

只是一种最必要的抗毒素，它被用来抵制下述社会制度的各种趋

势，这种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那些被贫困

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儿童和少年

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

责任保护他们。

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它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

它们的事。享有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却不免要由于它们的偏

见而遭殃。

对工人阶级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人的行动不自由。他

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十分无知，不能理解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

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

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

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首先应当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不受现代

制度破坏作用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

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

才能办到。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

７１２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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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

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个人努

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

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

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

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

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

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

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应当严格禁止９—１７岁（包括１７岁在内）的

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

５ 合作劳动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

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但是决不指使或强迫它接受任何空论主义

的制度。因此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应

该阐明若干总的原则。

８１２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ａ）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

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

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

（ｂ）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

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

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

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

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

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ｃ）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

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

（ｄ）建议一切合作社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从行动和言

论两方面来宣传自己的原则的基金，也就是说，除了传播自己的

学说，还要促使建立新的生产合作社。

（ｅ）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

（ｓｏｃｉéｔéｓｐａｒａｃｔｉｏｎｓ），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

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

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

６ 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ａ）它们的过去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

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即使在物质

９１２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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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

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

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

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

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

这种竞争，以便在协定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

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

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

问题。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还存

在着现代生产方式，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不仅如此，这种活动

还应当通过各国工会的建立和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

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

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

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末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

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ｂ）它们的现在

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

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

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最近看来

它们总算是意识到①它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

明这一点：它们参加了英国目前的政治运动，１７０更多地理解了它们

在美国的作用，１７１以及不久以前在设菲尔德举行的盛大的工联代

表会议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０２２ 卡·马 克 思

① 德文版加有：“至少在英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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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代表会议恰当地估计了国际协会在把各国工人联合为统一的兄弟

般的联盟方面的活动，并郑重地建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团体参加这个协

会，认为它能真正促进全体劳动者的进步与繁荣。”１７２

（ｃ）它们的未来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

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

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它

们承认自己是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

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因而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

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应该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

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工人，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

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①。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

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

行斗争。

７ 直接税和间接税

（ａ）无论怎样改变征税的形式，都不能使劳资之间的关系发生

根本的变化。

（ｂ）但是，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进行选择，我们则建

议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

因为，间接税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商人不仅把间接税

的总数，而且把为交纳间接税所预先垫支的资本的利息和利润也

１２２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① 法文版中不是“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不能进行有组织的反

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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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这些价格上来了；

因为，间接税使每个个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缴纳了多少

钱，而直接税则什么也隐瞒不了，它是公开征收的，甚至最无知

的人也能一目了然。所以，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间接

税则压制人们对自治的任何企求。

８ 国 际 信 贷

应当让法国人去提出动议。

９ 波兰 问 题①

（ａ）为什么欧洲工人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首先是因为资产

阶级作家和鼓动家们约好了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尽管他们也庇

护大陆上的所有民族，甚至也庇护爱尔兰。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

是什么呢？原因是：无论贵族或资产者都把那个居于幕后的黑暗

的亚洲强国当做抵挡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浪潮的最后堡垒。只要

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

（ｂ）在目前欧洲中部特别是德国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的情况

下，民主的波兰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没有民主的波

兰，德国就一定会变成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民主的波兰，德国

就会同共和制的法国进行合作。在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

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

２２２ 卡·马 克 思

① 法文版的标题是：“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

波兰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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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德国工人阶级特别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动议，因为德

国是瓜分波兰的参加者之一。

１０ 军  队
①

（ａ）在各种名目的资产阶级代表大会上，即和平的、经济的、

统计学的、慈善事业的和社会学的代表大会上，庞大的常备军对

生产的毁灭性影响，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因此我们认为，谈论

这个题目完全是多余的。

（ｂ）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

（ｃ）作为一种临时的必要措施，我们允许保存一支不大的常备

军，它可以充当训练民兵指挥人员的学校；每一个男性公民都应

当在极短的时期内到这种常备军中服役。

１１ 宗教问题
②

应当让法国人去提出动议。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６年８月底

载于１８６７年２月２０日英文版“国

际信使”第６—７期、３月１３日第８—１０

期，１８６７年３月９日和１６日法文版“国

际信使”第１０期和第１１期，以及１８６６

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先驱”杂志第１０期和

第１１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英文版“国际信使”，

并根据法文版“国际信使”和

“先驱”杂志校对过

３２２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①

② 法文版的标题是：“宗教思想；它对社会、政治和理智发展的影响”。——编者注

法文版的标题是：“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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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 思

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在伦敦纪念

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１７３

女士们！先生们！①

三十多年前在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是刚同查理十世签订了一

项改善欧洲行政管理和地理安排的密约的圣彼得堡没有料到的事

件。接到这个破坏了全部计划的消息之后，沙皇尼古拉召集了近

卫军军官，对他们作了简短的杀气腾腾的演说，最后一句话是：

“先生们，备马吧！”这并不是空洞的威吓。帕斯凯维奇被派到柏

林，为的是在那里准备入侵法国的计划。几个月功夫一切都已准

备停当。普鲁士人应当在莱茵河集结，波兰军队应当进驻普鲁士，

而俄国佬②则应跟在他们后面。然而那时，正如拉斐德在法国众议

院所说的，“前卫军把武器调转来对准了主力部队”１７４。华沙的起义

把欧洲从再一次的反雅各宾战争中拯救了出来。

过了十八年，又有一座新的革命火山爆发了，或者更确切地

４２２

①

② 马克思用“俄国佬”一词指沙皇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的卫道者（并见本卷第

５９４页）。——编者注

“自由之声”报所刊载的马克思的演说词，前面有这样一句话：“德国人马克

思博士首先提出了一项简短有力的决议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

不能确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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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又发生了一次震撼整个大陆的地震。甚至连德国也显得不安

宁了，虽然自从所谓的争取独立的战争以来俄国就一直把它当做

幼儿一样地看管起来。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维也纳在所有的

德国城市中第一个尝试筑起街垒，并且顺利地筑成了。这一次——

看来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俄国失去了自制。沙皇尼古拉

不再向近卫军发表演说，而向他的人民颁布诏书，诏书中说道：法

国的瘟疫甚至传染上德国了，它已逼近了帝国的边界，疯狂的革

命把自己狂热的视线转向了神圣的罗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的！”——他喊道。要知道就是这个德国许多年来都是无神论的策

源地。亵渎神明的哲学的溃疡已经损伤了这个表面上看来如此仪

表堂堂的民族的生命中枢。最后他用对德国人的号召结束了他的

诏书：

“上帝和我们同在！放明白些吧，异教徒，降服吧，因为上帝和我们同

在！”１７５

在这以后，他立即通过自己的忠实奴仆涅谢尔罗迭交给德国

人另外一封对这个异教民族充满温情的照会１７６。怎么会有这样的

转变呢？事情是这样的：柏林人不仅完成了革命，而且扬言要恢

复波兰，而普属波兰人则被人民的热情引入迷途，也开始在波兹

南修建兵营。沙皇因此才摆出了这副殷勤的姿态。又是波兰人民、

这个欧洲的不死的勇士迫使蒙古人退却了。只是当波兰人被德国

人、尤其是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出卖之后，俄国才惊魂初定，并

准备了足够的兵力，以便对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掩蔽部——匈

牙利进行打击，然而，就是在这里，同俄国人战斗的最后一个勇

士仍然是波兰人贝姆将军。

现在还有一些十分天真的人，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像

５２２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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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国作家说的，波兰已不再是“必要的民族”，它只是感伤的

回忆而已。可是，你们知道，无论是感情还是回忆，在交易所里

都没有行情。当俄国的关于废除波兰王国的最后几道命令在英国

传开了的时候，大财主们的机关报１７７就规劝波兰人当俄国佬。即使

是为了让英国资本家刚刚借给沙皇的６００万英镑的利息更有保

证，它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吗？“泰晤士报”写道：在最坏的情况下，

就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好了，只要它答应英国占领埃及，并保

证英国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就行！换句话说，如果俄国宽

宏大量地答应英国把埃及从法国手里夺过来，那就让英国把君士

坦丁堡给俄国吧。“泰晤士报”说，俄国佬喜欢向英国借钱，同时

也很好地偿还。他喜欢英国钱。实实在在喜欢。然而他怎样喜欢

英国人呢——关于这一点，１８５１年１２月的“莫斯科新闻”１７８对

你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最后一定轮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①，过些时候我们只会在加尔各答同这个

民族签订条约。”

我要问你们，有什么东西变了呢？来自俄国的危险减弱了吗？

没有。只是欧洲统治阶级的理智昏瞆到了极点。首先，根据俄国官

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供认，俄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１７９它的方

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

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只有统治着一群野蛮人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政

府才能在目前想出类似的计划来。正如近代最大的俄国外交家波

茨措 迪 博尔哥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关于

这一点所谈到的那样：波兰是实现俄国对世界霸权的食欲的最重

６２２ 卡·马 克 思

① 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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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工具，然而当受尽欧洲不断变节的折磨的波兰人还没有变成

俄国佬手中可怕的鞭子之前，它仍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

么，撇开波兰人民的情绪不谈，请问，是否出现了什么东西妨碍俄

国实现它的计划或遏止它的行动呢？

我不必提醒你们：俄国的侵略政策在亚洲正获得接二连三的

成功。我不必提醒你们：所谓的英法对俄战争把高加索的山地要

塞、黑海的统治权，以及叶卡特林娜二世、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曾

经枉费心机地想从英国手里夺去的海上权利交给了俄国。铁路正

在把俄国分布很广的兵力连接起来和集中起来。俄国在会议桌上

的波兰１８０（它构成俄国在欧洲的强固营垒）的物质资源不可思议地

增长了。华沙、莫德林、伊万城——拿破仑第一选定的各个据点

——的工事控制着整个维斯拉河，并且是向北、向西和向南进攻的

有威胁性的桥头堡。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随着奥地利和土耳其的

衰落而一步跟一步地前进。而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意味着什么呢，

你们可以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经验中弄清楚，当时曾在耶拉契奇、

文迪施格雷茨和拉德茨基麾下作战的斯拉夫人，侵入了匈牙利，破

坏了维也纳，摧毁了意大利。除了这一切以外，英国对爱尔兰的罪

行也给了俄国一个在大西洋彼岸的新的强大的同盟者。

彼得一世有一次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

只是士气。①俄国所需要的旺盛士气只有在吞噬波兰人之后才能

进入它的躯体。那时你们把什么东西投到天秤的另一端呢？人们

７２２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① 在“社会主义报”上刊登的马克思的演说词中，这句话是这样的：“俄国政策的

着眼点并没有改变；从１８４８年起实现它的手段大大增多了，不过，只是有一点

对它说来到现在还是达不到的，彼得一世也曾经提到这个弱点，他曾经感叹，

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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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根据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俄国由于解放了

农民而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另一些人断言，不久前聚集在

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而某些更

激进的人却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西欧的内部社会改造上。①

那末，谈到第一种意见，即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

高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央集权活动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

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

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它没有清除掉

他们的亚细亚的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用好些世纪来建立的。任

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被当做罪行受到惩罚。只要提醒你

们关于政府对戒酒协会的惩罚就够了，那些戒酒协会力图把俄国

佬从费尔巴哈称之为俄国佬的宗教的物质实体的东西、即伏特加

酒中拯救出来。农民的解放在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还不知道，不

过它增加了沙皇现有的实力这一点，在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来谈谈普鲁士。这个波兰从前的附庸只是在俄国的庇护

下并且靠瓜分波兰才变成头等强国的。如果普鲁士明天失去了它

在波兰猎获的东西，它就会溶合在德国里面，而不是把它吞并。它

要作为德国内部的一个特殊的强国而存在，就一定要依靠俄国佬。

不久前它的统治的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这种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

变得如胶似漆，并加强了同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抗。同时俄国是霍

８２２ 卡·马 克 思

① 在“社会主义报”上，这一段的末尾是这样的：“从大陆来的欧洲人可能回答

我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奴，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不久前聚集在普鲁

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最后，西欧的社会革命将

消除‘国际冲突’的危险。只看‘泰晤士报’的英国人可能反驳我说：在最

坏的情况下，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英国就会占领埃及，并从而保证

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亨索伦王朝及其封建诸侯建立它们无限权力的支柱。它是它们用

来对付人民的不满的盾牌。因此，普鲁士并不是对抗俄国的堡垒，

而是俄国准备用来入侵法国和征服德国的工具。

至于谈到社会革命，它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工人与资

本家之间的斗争比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封建领主与资本家之间的斗

争，可能不那样残酷，可能血流得少一些。但愿能够如此。可是

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危机，尽管能加强西欧各国人民的力量，还

是会和任何的内部冲突一样，将同时引起外来的侵犯。它将又一

次使俄国扮演它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间和自从神圣同盟产生以来所

扮演过的角色——天定的秩序救主。俄国将会把欧洲所有的特权

阶级召募到它的队伍里。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经不止一个蒙塔

朗贝尔伯爵把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哥萨克的马蹄声是否动地而

来。１８１已经有不止一批忠实的普鲁士仆从在德国的代表会议上对

沙皇称“父”称“君”。在所有的欧洲交易所里，俄国人的每一次

胜利，都使证券的行情上涨，而每一次失败又会使它下跌。

总之，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

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

波兰，从而以２０００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

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２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７年２月１０日“自由之声”

报第１３０号和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５日

“社会主义报”第１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波兰文“自由

之声”报，并根据“社会

主义报”校对过

９２２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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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辟  谣１８２

敬请“北德报”编辑部将下面的辟谣声明刊出。

致深切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致“北德报”编辑部

在贵报第５５２２号上，想必是由于疏忽，刊载了如下一则简讯：

“寓居伦敦的马克思博士……闻将周游大陆各国，其目的就是为此事（在

波兰“即将爆发的起义”）进行宣传。”

显然，这只是警察当局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编造出来

的谎言。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７年２月１８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０１年“新时代”

杂志第３期（第２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路·库格曼所抄的

卡·马克思的手稿副本译的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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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

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

决议草案１８３

建议总委员会的代表不正式参加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在

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反对任何主张正式参加的建议。

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３日

提出

载于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７日“蜂房报”

第３０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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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未来报”作１８４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共 页八开本①

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

面贡献如此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悲的事实。这方面我

们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劳和罗雪尔那样的编纂者，如

果人们也会读到什么创见的话，那我们就会碰到像李斯特那样的

保护关税论者（其实他是从一个法国人１８５那里抄袭来的），或者是

像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显然，我们御用的政

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要把任何认真地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推到社

会主义的怀抱里去。要知道我们大家都经历了这一事实：整个御

用的政治经济学敢于在反对拉萨尔的斗争中，否认久已闻名和公

认的决定工资的规律；由拉萨尔来保卫李嘉图这样的人，使之不

受舒尔采 德里奇等的攻击。遗憾的是，无疑地这些先生们在科学

方面甚至不能对付拉萨尔，并且不管他们的实践的努力如何值得

２３２

①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８６７，７８４Ｓｅｉｔｅｎ８°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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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他们都应遭到如下的非难：他们的全部科学都在于传播巴

师夏的掩饰一切矛盾和困难的协调论。承认巴师夏为权威，否认

李嘉图——现时德国御用政治经济学的情形就是如此。的确，还

能怎样呢？很遗憾，政治经济学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在科学上谁也

不感兴趣的领域：它或者是为通过国家考试而必修的科目之一，或

者是为进行政治鼓动而极其肤浅地学习的补助手段。这是我们国

家分散状态的过错，是我们可惜还这样不发达的工业的过错，还

是在这个科学部门内我们传统的对外国的依赖的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像我们所评论的这本书是十分愉快的，在

这部书中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把现在流行的鄙俗的政治经济学，

或者像他极其恰当地称为的“庸俗经济学”，与它的古典的先驱者

（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止）对立起来，并且对古典派也采取批判的

态度，同时始终力图不离开严格科学研究的道路。马克思先前的

著作，特别是１８５９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货币的著

作１８６，已经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就我们所

知，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御用政治经济学还没有什么东西与之

相对抗。既然它不能反驳那部著作，那它对现在这部有４９印张的

论资本的书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希望人们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

不是说这本书的结论是无可反驳的，说马克思已经充分提出了自

己的证明；我们只是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间有

哪一个人能把这些结论驳倒。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有极大的

科学确切性。我们首先举出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举出在

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已经作为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被表述出来，

货币如何转化成资本。我们承认：我们认为新介绍的剩余价值的

范畴是前进的一步；我们没有看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反驳这个论断：

３３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出现；我们认为修改李

嘉图的利润率规律（即应该提出剩余价值以代替利润），是完全正

确的。贯串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做永恒

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我

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见解我们是很满意的。而遗憾的是：在

我们御用经济学家那里，我们要找寻这本书里用来描写社会不同

的历史状态及其存在条件的那种渊博和精细的理解力，是徒劳无

益的。像关于奴隶制的经济条件和规律，农奴制和人身依附的各

种不同形态，自由工人的起源等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那些专门

经济学家，到现在为止还是完全陌生的。这本书里关于协作、分

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

互作用的研究，我们也想听听这些先生们的意见；这些先生们无

论如何在这里可以知道好些新的东西。尤其是关于那些与自由竞

争的一切传统理论直接相抵触的、但是在这本书里根据官方的事

实材料已经证明了的事情：虽然在英国这个自由竞争的祖国，现

在几乎每一个劳动部门的工作日都是借国家干涉而严格规定着

的，都是有工厂视察员注视着的，可是随着工作时间的限制，不

仅发生个别工业部门的高涨，而且个别工人在减少了的时间中比

原来较长时间中生产更多的产品，——关于这种事情他们会说什

么呢？

遗憾的是，作者谈到德国御用经济学家时所用的那种声色俱

厉的语调，不可否认是有其理由的。这些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属于“庸俗经济学”的；他们为了眼前的声誉，拿自己的科

学作卖淫的勾当，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他们高谈“协调”，而

纠缠在最平庸的矛盾中。让这本书给他们的严厉教训，促使他们

４３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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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昏睡中醒来，提醒他们，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

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３０日“未来报”

第２５４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３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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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莱茵报”作１８７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１８６７年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版①

普选权给我们到我在为止已有的议会政党，增添了一个新的

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最近的选举中，社会

民主党在大多数大城市里和所有工厂区里，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并且选出了６个或８个代表。与以前的选举比较，它显示出更大

得多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少现在它还处在增长的过程

中。在一个由于普选权而使人数最多、最贫穷的阶级作出最后决

定的国家中，要继续用高贵的沉默来对待这个政党的存在、活动

和理论，便是愚蠢的了。

无论少数社会民主党议员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

肯定地说：这个政党的一切党团，都将欢迎这部书，把它看做自

己理论的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己的

６３２

①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Ｉ Ｂａｎｄ

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ｚ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ｓ Ｈａｍｂｕｒｇ，Ｏ Ｍｅｉｓｓｎｅｒ，

１８６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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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论据。单是这个原因，这本书就值得特别注意。但就是

照它的内容来看，也是引人注目的。拉萨尔的主要论据——拉萨

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仅仅是马克思的学生——限于不断重复所谓

李嘉图的工资律，而这里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的作者，却以

无可争辩的罕见的博学，在与整个经济科学的联系中，考察了资

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

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并且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识所作的绝对认真

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

消灭。其次，我们还想使人们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部著作的最

后结论，作者在其整个篇幅中以全新的观点陈述了政治经济学上

许多重要之点，并在纯科学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结果，这种结果

大大不同于一切先前公认的政治经济学，并且使一些学院的经济

学家如果不愿自己先前的学说遭受复没，不得不予以严厉的批评

和作科学上的反驳。为了科学的利益，希望在专门书刊上，尽快

地围绕这些重要之点展开论战。

马克思从阐述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开始；其中最重要之点，早

已在一部单独的著作１８８中发表过了。然后他转到资本上，而这里我

们立刻就接近到本书的中心点了。资本是什么？是一宗货币，这

宗货币变成商品，以便从商品再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货币。我

用１００塔勒买棉花，以１１０塔勒把它卖出，我就证实了我的１００塔

勒是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个

过程中我所赚的１０塔勒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两次简单的交换，

１００塔勒怎样就变成１１０塔勒的呢？要知道政治经济学恰巧假定：

在任何交换中都是等价交换。于是马克思分析了一切可能的情形

（商品价格的涨落等等），证明在政治经济学当做出发点的前提下，

７３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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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的１００塔勒形成１０塔勒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

过程每天都在发生，而经济学家们却始终没有向我们加以解释。马

克思对这件事做了如下的说明：这个谜只有这样才能解开，即我

们在市场上找到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

创造交换价值。这种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劳动力。资本家在市

场上购买劳动力，并且迫使这种劳动力为自己工作，以便把它的

产品卖出去。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劳动力。

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根据众所周知的规律来说，这就是依

照该国和该时代在历史上形成的水平，工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

所必要的那些生活资料的价值。我们假定工人得到自己劳动力的

全部价值。其次，我们假定，这个价值表现在每天 小时的劳动

上，或半个工作日上。可是资本家硬说他购买了整个工作日的劳

动力，于是迫使工人工作１２小时或１２小时以上。因此，在１２小

时的劳动下，他无偿地获得了６小时劳动的产品。马克思由此得

出结论说：任何剩余价值，——无论它如何分摊，是作为资本家

的利润、作为地租或赋税等等，——都是无偿劳动。

由于工厂主所关心的是每天尽可能榨取更多的无偿劳动，而

工人的利益则相反，这样就发生了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在值

得特别注意的将近１００页篇幅的例解部分中，马克思描写了英国

大工业内这个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不管主张自由贸易的工厂主

的反对，去年春天以下述结果而告结束：不仅全部工厂工业，而

且全部小企业，甚至全部家庭工业，都纳入了工厂法的范围内；按

照这个工厂法，规定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内，妇女和１８岁以下的

儿童（从而也间接地规定了男子）每天最高限度的劳动时间为１０

小时半。１８９马克思同时也说明，为什么英国工业不仅不因此而受到

８３２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损失，反而得到好处，因为每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因强度的提高

超过时间的缩短而增加了。

可是除了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或生活

资料价值所需要的时间之外，剩余价值还可用另外的方法来增加。

在一定的工作日中，比如说１２小时的工作日中，按照我们先前的

假定，包含６小时必要劳动和６小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如

果能用某种方法把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为５小时，那末就余下７小

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了。这可以用缩短生产必要的生活资料所需

要的劳动时间来达到，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用减低生活资料价值

的方法来达到，而后者又可以用改进生产的方法来达到。对于这

一点马克思又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考察和研究了三个可以实现这

种改进的主要方法：（一）协作，或由于许多人同时有计划地合作而

产生的力量的增强；（二）分工，即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大约

在１７７０年以前）发展起来的那种分工，最后，（三）机器，大工业借

助于机器从那时起就发展起来。这些研究也很有意义，并且显示出

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惊人知识，一直到工艺学上的细节……①

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论述关于剩余价值和工资的研究，为了避

免误解起见，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正如马克思用许多引证所指出

的，即使学院经济学也并非不知道这个事实，即工资少于全部劳

动产品。我们应该希望，这部书将给那些教授先生们有机会至少

向我们更详细地说明这个奇异之点。应该特别赞扬的是：马克思

所引证的一切事实材料，都取自最可靠的来源，大部分是取自正

９３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

① 手稿缺少一页；该页大概是分析关于剩余价值和工资的问题，没有保留下

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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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议会报告。关于这一点，我们支持作者在他序言里间接提出

的这个建议：在德国也通过政府的专员，——但这些专员不应是

怀有成见的官僚，——对各种不同工业部门内的工人的状况进行

切实的调查，并向议会和公众提出报告。

第一卷以研究资本的积累结束。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写

过很多文章，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里也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而

旧的东西也从新的方面来阐明了。这里最特出的是令人信服地证

明，与资本的积聚和积累同时并进地也发生了工人过剩人口的积

累，而这两个过程归根到底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必要，另一

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可能。

无论读者对于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点抱什么态度，我们相信上

述一切还是可以向他指出：读者在这里所读到的是远远高出于现

今一般社会民主主义书刊的一部著作。我们还要指出：除了开头

４０页有些困难的辩证法的东西外，虽然有极严格的科学性，这部

书还是容易理解的，并且由于作者对谁也不宽恕的讽刺的文笔，甚

至是有趣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１９２７年版第２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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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爱北斐特日报”作１９０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 年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第一卷）

这部５０印张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的银行家、

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

累起来的无偿劳动！我们回忆一下，１８４９年“新莱茵报”以西里

西亚农民的名义，提出了“西里西亚的十亿”１９１的要求。该报确定，

在废除农奴制和封建赋税时，单是从西里西亚农民非法地夺去而

落到大土地占有者口袋里的，总额就有１０亿塔勒，因此该报要求

归还这个总额。可是早就被封闭的“新莱茵报”的先生们，正如

圣西维拉及其占语集一样：给他们的越少，他们要求得就越多。１０

亿塔勒与现在以全体工人阶级的名义所提出的那个巨大要求比起

来算得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应该这样来了解这件事啊！既然有产阶

级全部积累起来的资本不外是“无偿劳动”，那末显然从这里应该

直接得出结论说：这种劳动应该在事后得到偿付，就是说，这里所

指的全部资本应该交给劳动。也许那时就应该预先谈谈，到底是谁

有权获得这种资本。可是把玩笑丢在一边吧！虽然所论述的这本

书对事业抱有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虽然它在各方面以极其严酷

无情的态度反对被认为有权威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本书是

追求最严格的科学性的高度学术性著作。报刊上已不止一次地谈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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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

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现在为

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

础。关于这部著作，在报刊上很早就有报道，并且常常有。１８５９年

柏林敦克尔出版社曾出版“第一分册”１９２，可是其中所谈的事物没

有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因此很少引起过注意。以后几分册没有问

世，新的社会主义科学似乎忍受不了产痛。人们对这个新发现的讽

刺是多么尖刻：关于它的消息是如此经常地向世界宣告，而似乎又

永远不能问世！可是好了，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第一卷”，——如

已经说过的，有５０印张，——并且谁也不能否认，它包含着充分

的、并且非常充分的勇敢而大胆的新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

科学的形式呈献出来的。这一次马克思拿他的不平常的原理，不是

向公众，而是向科学界人士请教的。科学界人士应该保卫他们那些

在这里被从根本上驳斥的经济理论的规律，他们应该证明，资本固

然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不是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拉萨尔是实

际的鼓动家，所以可以限于用实际鼓动性质的言论在日报上、在

集会上来反对他。可是这里涉及的是系统的科学理论，这里日报

就解决不了问题，这里只有科学可以做出决断。应该期望像罗雪

尔、劳、麦克斯·维尔特等人不要放过机会保卫到现在为止公认

的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来反对这个无疑地不能轻视的新的进攻。

社会民主主义的种籽在青年一代和工人居民中间已经在很多地方

长出芽来了，所以他们也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充分的新的养料。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日“爱北斐特

日报”第３０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爱北斐特日报”

２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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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１９３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①

这本书会使某些读者很失望。在某些圈子内已经有好几年谈

到它的出版了。书里毕竟应该揭示出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

万应药方，而另一些读者在终于看到关于它出版的消息后，可能

会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

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不过他会知道，事

情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一点在 页的篇幅上会向他说得非常清

楚明白的，谁有眼睛，谁就会看到：这里社会革命的要求是足够

清楚地提出来了。这里所指的不是像已故的拉萨尔所说的拥有国

家资本的工人协会，这里所指的是根本消灭资本。

马克思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并且在

科学著作中没有人像他那样毫不掩盖自己的这些观点。可是关于

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我们将知道，大工业

“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从而也使形

３４２

①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８６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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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社会的因素和变革旧社会的因素成熟起来”，其次，资本主义

生产形式的消灭，“恢复了个体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

成就为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

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１９４

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满足，并且照已出版的这一卷来判断，这

部著作所约许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关于这个有意义的问题也将给我

们提供很少的东西。可是这一回我们应该满足于这部“政治经济

学批判”，其中展现出非常广阔的天地。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对这

部卷帙庞大的书中所做的详细结论作科学的评价，我们甚至不能

简略地转述那里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理。大家多少知道的社会主

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归结为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

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红线一样也贯串着所评论的

这本书全部，只是在这里它比从前表述得远为明确，更彻底地贯

彻到它的一切结论中，更紧密地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

来，或者更直接地同它们处于对立地位。著作的这一部分由于力

图达到严格的科学性而比我们所知的一切先前的类似著作出色得

多，并且可以看到，作者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理论，而且对整个科

学是抱着认真的态度的。

在这本书中特别引我们注目的是下面这一点：作者不是像通

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做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

看做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甚至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

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

文的著作就够了，——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

是如此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这本书的其他一些论断无论遭到怎

样的命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不可抹熬的功绩，是他结束了这种

４４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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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的观念。例如，在这本著作出现以后，已不可能把奴隶劳动、

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不可能把对于

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

代的关系或中世纪的行会上去，或者当这些现代的规律不适合于

先前的关系时，简单地宣布后者为异端。所有一切民族中，德国

人是最具有（而且也许差不多是唯一具有）历史观念的，因此正

又是德国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发现了历史的联系，这是完全

合乎情理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３日

和８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１７日“杜塞尔多夫

日报”第３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杜塞尔多夫日报”

５４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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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

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１９５

星期三晚间在西区东城堡街１６号总委员会驻在地举行的国

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如下的意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见书。

谨致尊敬的陛下大臣格桑 哈第。

在本意见书上签名的欧洲各国工人组织的代表声明：

处决在曼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的爱尔兰犯人，将会给英国在欧

洲大陆的道义影响造成很大损失。根据虚假的证词和错误的判决

（赦免马瓜伊尔这一事实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处决四名犯人，将是

一种政治报复，而不是司法行为。即使曼彻斯特陪审法庭的判决

和判决所依据的证词没有被不列颠政府自己所污损，不列颠政府

现在也应当在旧欧洲的血腥做法和大西洋彼岸的年轻共和国的宽

大仁慈１９６之间有所选择。

我们要求减轻判刑。减轻判刑将不仅是一种正义的举动，而

且是一种政治上的明智举动。

爱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约翰·韦斯顿

美国书记 罗·肖  

法国书记 欧仁·杜邦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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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书记 卡尔·马克思

瑞士书记 海尔曼·荣克

西班牙书记 保·拉法格

波兰书记 扎比茨基

荷兰书记 德金德兰

比利时书记 贝森

总书记 格·埃卡留斯”

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０日

卡·马克思写

载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４日

“法兰西信使报”第１６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

燕妮·马克思所抄的

手稿副本译的

７４２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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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剽 窃 者１９７

月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

关于工作日的讨论

冯·霍夫施泰滕（“社会民

主党人报”的发行人）说：

（１）“劳动力在我们的时代是商

品…… 任何物品的〈应当说：商品

的〉购买价格〈应当说：价值〉是由生

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工

人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数，来再生

产他付出自己的劳动力时得到的价

值；这是工作日的必要部分，但决不

是工作日本身。为了确定工作日，必

须〈为什么？〉加上不定部分；虽然这

个部分是不定的，但它终究有自己

的必要界限。”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

济学批判” 年版。“工作

日”这一章

  （１）“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

劳动力按照它的价值买卖。与

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它

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

动时间决定的。如果生产工人

平均每天所消费的生活资料需

要６小时，那末他平均每天就

要工作６小时来生产他一天的

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

卖劳动力时得到的价值。在这

种场合下，他的工作日的必要

部分就是６小时，因此，在其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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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个〈界限〉，即最高界限

以生理上的可能性为依据〈界限怎

么能以可能性为依据！〉，也就是以

人能工作的时间长度为依据，因为

他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就必须睡觉、

休息、穿衣、保持清洁。最低界限取

决于那些由每一时代的文化状况决

定的要求。依照这种文化状况和现

存立法，工作日和剩余劳动的时间

也就不同。与此相应，就有８小时、

１０小时、１６小时，甚至１８小时的工

作日。”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是一

个定量。但是这并不能确定工

作日本身的长度……

固然，它的一部分是由工

人本身不断再生产所必需的劳

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

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短而变化

…… 虽然工作日不是固定

量，而是流动量，但是它只能在

一定的界限内变动。”（第１９８、

１９９页）１９８〔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①

（２）“不过它（工作日）的

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

然，如果我们假定……剩余劳

动＝０，那末就可以得出它的

最低界限，也就是工人为了维

持本身的生存所必须工作的那

段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下，必要劳动始终只是工

作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工

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界

限。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

限。它不能超出一定限度。这

９４２剽 窃 者

① 本文中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的页码。译

文有改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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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

是劳动力的生理界限。人在一

昼夜（它的自然长度等于２４小

时）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

力，而这种生理上的能量消耗

的限度就成为他在生理上可能

支出的劳动时间的限度。一匹

马天天工作，每天也只能工作

８小时。人每天必须有一定时

间休息、睡觉，也必须有一定

时间满足其他的生理需要，如

吃饭、穿衣、保持清洁等等。除

了这种纯生理界限之外，工作

日的延长还会遇到道德界限：

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

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

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

…… 但是这两个界限（即最

高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都

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使工作

日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我们

就看到有８小时、１０小时、１２

小时、１４小时、１６小时、１８小

时的工作日。”（第１９９页）

〔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０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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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霍夫施泰滕先生进行剽窃以后，就把他所抄袭的段落变

成无稽之谈。例如，在冯·霍夫施泰滕先生看来，工作日的最高

界限是由纯生理界限决定的，而它的最低界限是由道德界限决定

的，而这是他在事先鹦鹉般地重复了我的下面这句话之后说的：工

作日的必要部分，也就是它的绝对最低界限，是由维持劳动力所

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３）“英国的经验表明，较短的

工作日可以获得同样大的剩余劳

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大大强

化了。”

（４）“可见，资本家力图以尽量

延长工作日为目的。〈何等荒唐！力

图以……为目的！〉但是工人只有一

种商品，即他的劳动力，如果超过了

劳动力中的一定点〈什么叫超过劳

动力中的一定点？〉，那末他就应当

说：我被用尽了〈！〉，我被杀害了。

〈妙极！在他被杀害之后，他还应当

这么说！〉因此〈因为他应当这么

说！〉劳动的尺度应当按照工人的利

益而规定下去，使劳动力这一商品

能够尽可能久地保持下来得到使

用。这样，他只要求履行他的正当权

利。〈他刚抱怨他被用尽了，而现在

又要求他被使用的正当权利！〉”

  （３）关于在英国用法律上

强制地缩短工作日的办法来使

劳动强化和取得同样大的或更

大的“剩余劳动”。见第４０１—

４０９页〔第４９５—５０７页〕

（４）“资本家行使他买主

的权利，尽量地延长工作日，

如果可能，他就要使一个工作

日成为两个工作日。但是，这

个出售的商品的特性却给它的

买主造成使用界限，而且工人

也要行使他卖主的权利，尽可

能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标准

时间之内…… 我愿意（他

说）保持我唯一的财富——劳

动力…… 使用我的劳动力和

盗窃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

事…… 你使用三天的劳动

力，只付给我一天的代价。这

１５２剽 窃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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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在英国〈工作日的〉这个

量由法律规定为１０小时〈！〉，那里

由工厂视察员向内阁报告这一法律

的遵守情况。在许多国家也有限制

童工劳动的法律：在奥地利、瑞士、

美国和比利时〈！〉正在拟定类似的

法律〈！〉。在普鲁士也有这类法律，

但是它们只存在于纸上，从来没有

得到遵守。在美国，在以奴隶的解放

为结果的战争结束以后，甚至提出

过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１８６６年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也建议实

行八小时工作日。”

是违反我们的合同和商品交换

规律的。总之，我要求标准长

度的工作日……”（第２０２、２０１

页）〔第２６５、、２６４页〕

（５）“１８５０年制定的现在

还通行的工厂法（不是在英国，

而是在马克思所举出的联合王

国的个别工业区中）规定，一

周平均的工作日为１０小时

…… 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

设置了专门的工厂视察员，他

们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每

半年由议会公布一次。” （第

２０７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在北美合众国的一些

州不是准备而是实行限制幼年

工的工作日（第２４４页）〔第

３１４页〕，在法国全面限制工作

日（第２５１页）〔第３２１页〕，在

瑞士的一些州（第２５１页）〔第

３２２页〕、在奥地利（第２５２页）

〔第３２２页〕对儿童全面限制工

作日，而在比利时并没有类似

的法律。（同上）如果冯·海特、

曼托伊费尔等人的指令得到执

２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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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那末它们是值得称道的。

（同上）“在北美合众国，只要

共和国的一部分仍被奴隶制度

玷污，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

难展开…… 但是随着奴隶制

度的死亡，立刻就诞生了新生

命。内战的第一个果实就是：八

小时工作日运动…… 同时，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提出

……‘我们建议以８小时为工

作日的法定界限’。”（第２７９—

２８０页）〔第３５３页〕

  像冯·霍夫施泰滕先生一样，那位在他之后的演说家，汉堡

的盖布先生同样地歪曲马克思所叙述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他们两

人都竭力掩盖自己的智慧的来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６日

载于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未来报”

第２９１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未来报”

３５２剽 窃 者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观察家报”作１９９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①

对本书的倾向无论抱什么态度，我们还是认为有权说：它是

属于那种使德国精神获得荣誉的著作之列的。值得注意的是，虽

然作者也是普鲁士人，可是是莱茵省的普鲁士人，而莱茵省的普

鲁士人不久之前还爱把自己叫做“不得已的普鲁士人”；而且作者

在最近几十年内是在远离普鲁士的放逐中度过的。普鲁士本身早

已不再是任何科学首倡的国土，特别是在历史、政治或社会领域

中，这种首倡在那里是不可能的。关于普鲁士，不如说它是俄国

精神而不是德国精神的代表。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确切地区分其中两个非常不同的

部分：第一，对于论题的切实的正面的叙述；第二，作者从其中

所得出的结论的倾向。前者大部分是直接丰富了科学。作者在那

里用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关系。可以

作为例子的是对于货币问题的叙述，以及对下面这个问题的详细

４５２

①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８６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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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常内行的论证：各个不同的相互接续的工业生产形式，——

在这里是协作、分工以及狭义的工场手工业，以至机器、大工业

和与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如何自然而然地一个接着

一个发展出来。

至于作者的倾向，那我们在其中也可以分别出双重的趋向。因

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

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

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这种逐渐

的变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在发生着，从古代起，

经过中世纪到我们现在为止；而就我们所知，在科学上从来没有

任何一个人认真地断定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已经对于现代社

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结论。反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也

包括着社会方面的进步，而那些只是倾向于虚饰的奇谈怪论的所

谓的社会主义者们，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包办了社会的进

步。应该承认，马克思与通常社会主义者比较起来的功绩是：他

指出，甚至在现代条件的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着直接的恐惧的后果

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这一点在描写由整个工厂制度而来的贫富

等对比时到处都可以看到。正由于对论题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

者提供了——无疑地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的——反对任何专门家

的社会主义［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ｖｏｎＦａｃｈ］的最有力的论据。

谈到作者的倾向、主观结论和他怎样设想和表述现代社会发

展过程的最后结果，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它们与我们称为本书的

正面部分没有共同之处。如果篇幅许可的话，那也许可以指出，他

的这些主观的幻想，是被他自己的客观的叙述所驳斥掉了。

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

５５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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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克献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马克思先生明白

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对现在社会阶段就是这样称呼

的）的历史必然性，也同样明白地指出了那些仅仅消费的占有土

地的容克阶级的多余性。拉萨尔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

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马克思先生则极其明白地否

认自己的不肖学生。他不仅确定地说，他与一切“普鲁士王国政

府的社会主义”没有共同之处，而且还在 页及以下几页上说：

现在在法国和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很

快就会导致俄国的鞭子对欧洲的统治。

最后我们要指出：我们在这里能够注意的仅仅是这部庞大卷

帙的基本特征；在详细地分析时，还可以指出许多我们在这里必

须省略的东西。可是，有很多专门杂志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它

们当然会详细地论述这部无论如何是十分出色的著作的。

弗·恩格斯写于 年 月

— 日

载于 年 月 日

“观察家报”第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６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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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２００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１８６７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①

我们注意这本书，完全不是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已经公开表

示出来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倾向。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本书，不管它的倾向如何，包含着

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我们也不在这里研究

科学部分，因为这不在我们的目的之内，我们仅仅限于事实方面。

我们并不认为有任何别的著作，德文的或外文的，像本书第

３０２—４９５页上的３章——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那样，

如此明白而完全地分析了从中世纪起到现在为止的近代工业史的

基本特征。工业进步的每一个方面，这里都按贡献给予应有的地

位，即使有些地方露出了特殊的倾向，我们还是应该为作者主持

公道：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

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

７５２

①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８６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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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现在德国还不知

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那些不仅从日常赢利的眼光来看

自己的工业，而且把它看做各国全部巨大的现代工业发展中的重

要环节，因此也关心同自己的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的德国实

业界人士，在这里会找到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泉源，并将感谢我们

促使他们注意这一点。要知道每一个经济部门个别地、安静地独

自存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它们全都互相依赖，既依赖最遥

远的国家的进步，也依赖紧邻的国家的进步以及变动着的世界市

场的行情。如果关税同盟的新条约２０１很快就会造成先前的保护

税的减低（这是可以预期的），那末大体上熟悉一下现代工业史，

以便预先知道在这样的变动中如何行动，对于我们所有一切工厂

主就成为必要的了。尽管有政治上的分散，到现在为止常常挽救

我们德国人的高度的修养，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最好的武器，我们

可以用它来反对那些粗俗的实利主义的英国人。

这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上。在关税同盟新的立法下，这样

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那时在加入同盟的各国中，工厂主自己要

求同样地调整各工厂中的劳动时间。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劳动时

间，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时间，完全由工厂主决定，而在另

一个国家里则大大受到限制，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方面，特

别是在保护关税确实将降低时，如果没有关于共同标准的协议，未

必可以行得通。可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德国具有的经验是很不够的，

也许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从其他

国家的立法特别是英国的立法及其后果中可以吸取的那些教训。

而这里作者对德国工业作了巨大贡献的地方，是他根据官方的报

告，极其详细地论述了英国工厂立法及其结果的历史（参看第

８５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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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２８１、３９９—４９６页〔第２７２—３５５、４９５—６２０页〕①及其后某些

地方）。英国工业史的这一方面，德国几乎一无所知，而读者将惊

奇地知道：在今年的议会法令把不下于１５０万工人置于政府的监

督之下以后，现在不仅差不多全部工业劳动，而且大部分家庭工

业劳动，以及一部分农业劳动，在英国都置于官吏的监视下了，而

且劳动时间受到直接或间接的限制。我们号召我们的工厂主不要

害怕本书的倾向，特别是本书的这一部分要认真研究；无疑地，你

们迟早一定会面临这同一个问题的。

费·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２月

１２—１３日

载于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维尔

腾堡工商业报”第３０６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９５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

① 本文中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的页

码。——译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新巴登报”作２０２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①

我们让别人去研究这部著作的理论部分和严格的科学部分，

批评作者对于资本起源的新看法。可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他同时

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这些材料几

乎毫无例外地全部是从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英国议会所做的正式报

告中拿来的。他不无根据地着重指出这种调查委员会对于研究任

何国家内部社会状况的重要性。这样的委员会，——当然，如果有

合适的人在里面，——对于人民来说，是认识自己的最好的手段；

而马克思先生说，在德国进行类似的调查，将得出一定会使我们自

己感到吃惊的结果，他是未必不对的。要知道在进行这类调查以

前，任何英国人都不知道他国内的最贫穷的阶级是如何生活的！当

然，没有这一类的调查，任何社会立法（像现在在巴伐利亚所称

的），都只能是十分幼稚的，并且常常是愚昧无知的。德国政府机关

的所谓“登记”和“调查”，其价值远远赶不上这些委员会的材料。

０６２ 弗·恩 格 斯

①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８６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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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老一套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分发一些表格，随便怎

样把它填满拿回来就满足了；而这些表格所据以填写的情报，又

常常恰巧是向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掩蔽真相的人征集的。与此

相反，请拿英国的委员会的调查，例如关于各工业部门劳动条件

的调查来看看。这里所听取的，不仅仅是工厂主和工头，而且还

有工人，连小姑娘都包括在内；并且所询问的不仅仅是他们，而

且还有医生、治安法官、神甫、教师以及凡是能够提供一些关于

这个问题的情况的人。而且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回答都用速记记

录下来，逐字地刊印出来，全部材料附以委员会据此而写的带有

结论和建议的报告。这样，报告及其材料一起具体地表明了委员

会的成员是否履行了和怎样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就使委员会个

别成员的偏私的态度大大地发生困难。读者可以从上述这本书里

读到详细的情况以及无数的例子。这里我们只想着重指出一点：在

英国，随着工商业自由的扩展，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时间受法律限

制的情况也就更加普遍，从而几乎所有一切的工业部门都在政府

的监视之下。马克思先生给我们做了关于这种发展的详细的历史

的叙述，他指出，最初如何在纺织企业中从１８３３年起每天的劳动

时间被这种方式限制为１２小时；如何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经过长

期的斗争之后，劳动时间终于规定为１０小时半，儿童为６小时半，

以及如何从１８５０年起，工业部门一个接着一个服从于这个工厂

法：最初是印花布工厂（从１８４５年起就已如此），然后从１８６０年

起是染房和漂白坊，从１８６１年起是花边工厂和织袜工厂，从１８６３

年起是陶器工厂、壁纸工厂等等，最后至１８６７年几乎全部其余稍

大的工业部门。关于１８６７年这最后一项法令的意义，可以由下面

这一点来判断：这项法令把不下于 万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置

１６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新巴登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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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律的保护和监督之下。我们所以特别着重指出这一点，很遗

憾，是因为我们德国在这一方面整个事情是很恶劣的，我们应该

感谢作者如此详尽无遗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并且他第一个使它为

德国公众易于了解。每一个人道的人，无论他对于马克思先生的

理论原理持何种态度，都会有这样的意见。

关于工农业史的其余珍贵材料，篇幅不容许我们来加以考察

了，可是在我们看来，任何对政治经济学、工业、工人状况、文化史

和社会立法感兴趣的人，无论他抱什么观点，都不能不读这本书。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８年１月上半月

载于１８６８年１月２１日“新巴登报”

第２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巴登报”

２６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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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民主周报”作２０３

马克思“资本论”①

一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

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

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

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

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并且将

来也是有价值的，可是要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

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出巅观赏下

面的山景那样，这只有待诸一个德国人。

①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ｖｏｎ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ｚｅβ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Ｏ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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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

价值的尺度，所以两件物品在生产上花费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具

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因为一般说来，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

换，所以这两件物品就应当能够互相交换。但在同时，它又告诉我

们，有一种特别的积蓄的劳动存在，它把这种劳动叫做资本；它认

为，资本这种东西，因为里面包含有辅助的资源，可以使活劳动的

生产率增加几百倍、几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报偿，这种报偿叫做

利润。我们大家知道，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蓄的死的劳动的利润，

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

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穷。

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

值都得到补偿，那末，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然只

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

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

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样可能呢？工人又怎能领得他

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束手无策，

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句。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

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提出这一矛盾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

也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和揭示了利润发生的整

个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在阐述资本时，马克思从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这就是

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他用他的货币去购买

商品，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他所

投入的。例如某个资本家以１０００塔勒购买棉花，后来以１１００塔

勒卖出，这样一来，他就“赚了”１００塔勒。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

４６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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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塔勒的余额，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

生的呢？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设，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从

抽象的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因此，买进棉花，再

把它卖出去，是同一个银塔勒兑换成３０个银格罗申和这些辅币再

兑换成一个银塔勒一样，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种兑换既不

能使人变富，也不能使人变穷。同样，剩余价值是不能由卖者在

商品价值以上卖出商品或买者在商品价值以下买进商品产生出来

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依次作为买者和卖者，这样也就相互抵

消了。剩余价值也不能由买者和卖者互相欺骗而产生，因为互相

欺骗不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只不过使已经存在的资本

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尽管资本家依照价值购买商

品，并且依照价值卖出商品，但他所获得的价值仍然比他投入的

多一些。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在现代社会关系下，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

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

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该

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测量的。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

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

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

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

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关于劳动力价值

的问题，就以上各点来说，经济学家先生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

大体上是一致的。

现在，资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经一定时间后，工人

５６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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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一定的劳动量会与他一周工资所代表的劳动相等。假设一

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３个工作日，那末，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

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

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

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３天中也必须继续

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

是剩余价值、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殖的泉源。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随意的假定：工人在３天之内再生产他

所得到的工资，其余３天为资本家工作。他是用３天、２天或者４

天的时间去为补偿工资而工作，在这里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是

随情况而变化的。在这里，主要之点，是资本家在有偿劳动以外，

还榨取了无偿劳动。这决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因为如果有一天

资本家从工人所取得的劳动总是与他所支付的工资相等，那时，他

一定会关闭自己的工厂。因为如果是这样，他的利润便落空了。

在这里，我们就解决了上述一切矛盾。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

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了。劳动

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的，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

来的少得多。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即无偿劳动，构成资本家所

得的部分，更准确些说，构成资本家阶级所得的部分。拿我们前面

的例子来说，因为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赚得的利润，在棉花价格不提

高时，仍然要由无偿劳动构成。商人把棉花卖给一个纺织厂主，这

个厂主，会在上述１００塔勒之外，从他的产品中为自己抽取出利

润，因此，他是把他所攫取的无偿劳动拿来和商人共分。社会上一

切不劳动的分子，都是依靠这种无偿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

负担的国税和地方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偿劳动支

６６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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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这种无偿劳动之上的。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无偿劳动只有在现在这种关系下，即在

生产一方面由资本家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之下，才能产

生出来，那是荒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

提供无偿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组织的支配

形态，奴隶被迫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

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

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

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

者是分开的。现在，形态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只

要“社会上一部分人垄断了生产资料，劳动者，不管是自由的还

是不自由的，总要在他维持本身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再

加一部分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

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０２页〔第２６５—２６６页〕①）。

７６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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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知道，资本家所雇佣的每一个工人

都在做两种劳动。他的工作时间的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垫支

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但在此之后，

他必须继续工作，而在这段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利

润便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劳动，叫做剩余劳动。

我们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做３天的工来偿还他的工资，再

做３天的工，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这便是在每天

１２小时的劳动中，他要做６小时的工，生产他的工资，６小时的

工，生产剩余价值。在每一个星期中，人们只能工作６天，就是

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只能工作７天。可是在每一个工作日中，可

以抽取６小时，８小时，１０小时，１２小时，１５小时，甚至更多的

劳动时间。为了一天的工资，工人已经把这一个工作日卖给资本

家了。然而，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是８小时呢？还是１８小时呢？

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

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１小时劳动，

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验到工作过度意味着什

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

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食之外，还能人一样

地从事别种活动。我们顺便指出，个别资本家是否愿意加入这一

斗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善意，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

８６２ 弗·恩 格 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和他的同行合作，而把工作时间拉得同他们一样长。

为规定工作日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

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

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遵守的并不多。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

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标

准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才是这种情

况。在这里，法律规定一切妇女和１３岁至１８岁的儿童每日只许劳

动１０小时（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１０小时半，星期六只做工７小

时半）。同时，因为男子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

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１０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

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

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

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

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整个工业，至少推广到一切雇用

妇女和儿童的部门中来了。关于英国由法律规定工作日的历史，本

书包含着极其详尽的材料。下一届“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也将讨

论工厂管理法的问题，因而也将讨论到工厂劳动管理法的问题。我

们希望德国工人所选举出来的议员，在讨论这种法规之前，没有

一个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在那里将获得很多东西。德国统治阶

级内部的分裂，对于劳动者说来，比从前英国发生同样情况时，更

为有利，因为普选权命强迫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

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如果他们知道利

用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首先能够知道资产者所不知道的争论问

题所在的话。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这本书，把预备好了的一切材

料，提供给他们。

９６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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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放过一系列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极其精细的研究，而来

谈一谈讨论资本积累的那最后一章。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即一方面有资本家，另一方面有雇佣工人存在

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

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工人的穷困。因此，存在着这种情况：一方面

经常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劳动工具的

所有者；另一方面经常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

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

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活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

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殖起

来，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

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无产的工人

阶级。“资本的积累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资本关系，那就是在一端

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在另一端再生产出更多

的雇佣工人…… 所以，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

本论”第１卷第６００页〔第７７１页〕）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

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

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

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

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衰落或平常的时候，是在

劳动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

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

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

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

０７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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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社会的财富越大，……则相对剩余

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与现役（经常在

业的）劳动军相比，产业后备军越大，则经常的过剩人口，或者

说，其穷困与其劳动的痛苦成反比例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

工人阶级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扩大，则官方正式认为应予

救恤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规律。”

（“资本论”第１卷第６３１页〔第８１１—８１２页〕）

这些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

度的一些主要规律，而御用的经济学者甚至避而不敢去试图驳倒

它们。但是，难道到此一切事情就讲完了么？不，决不。正像马

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

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

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

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

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

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

迫的工人群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

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８年３月２日

和１３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８年３月２１日和２８日

“民主周报”第１２号和第１３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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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８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１９２９年版第４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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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品和货币２０５

一、商 品 本 身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社会里，财富是由商品构成的。商

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使用价值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下，但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使用价值同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必须先有一个用以衡量它的ｔｅｒｔｉｕｍ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①：即劳动这种交换价值的共同社会实体，亦即物化在其中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

正如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一样，商品中包

含的劳动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一定的生产活动，如织工

的劳动、裁缝的劳动等等，是有用劳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劳

动力的单纯支出，是凝结的抽象劳动。前者生产使用价值，后者

生产交换价值，只有后者才能在量上作比较（熟练劳动和非熟练

劳动的差别，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交换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交换价值的量是抽象劳

动时间的长度。现在让我们再来考察交换价值的形式。

（１）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

５７２

① 直译是：作比较用的第三者；这里的意思是：尺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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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使用价值上，是它的相对价值。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是

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在上述等式中，ｙ量商品ｂ是等价物。在它

身上，ｘ量商品ａ获得了与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对立的自己的价值

形式，而ｙ量商品ｂ虽然是在自己的自然形式中，却同时获得了

可以直接交换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

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因此，商品不能把交换价值表现在

自己的使用价值上，而只能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只

有两个具体的劳动产品彼此相等，包含在两者之中的具体劳动作

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属性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说，商品不能把它

本身包含的具体劳动，而能把别种商品包含的具体劳动，当做抽

象劳动的单纯的实现形式。

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这一等式本身，必然推论出：ｘ量商

品ａ也能表现在其他的商品上；因此：

（２）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ｚ量商品ｃ＝ｖ量商品ｄ＝ｕ量商

品ｅ＝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在这里，ｘ量商品ａ

已经不仅仅是把一个商品，而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体现在它本身

中的劳动的单纯表现形式。但是只要颠倒一下，这种形式就会成

为：

（３）倒转过来的第二种相对价值形式：

ｙ量商品ｂ＝ｘ量商品ａ

ｖ量商品ｃ＝ｘ量商品ａ

ｕ量商品ｄ＝ｘ量商品ａ

ｔ量商品ｅ＝ｘ量商品ａ

等等。

在这里，这些商品获得了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在这种形式

６７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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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有这些商品都抽去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并作为抽象劳动的

化身与ｘ量商品ａ相等。ｘ量商品ａ便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

物的种属形式；这便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物化在其中的劳动直

接成为抽象劳动的实现，成为一般劳动。可是，现在：

（４）这个系列中的每一个商品都能担任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但

在同一时候，只能有其中的一个商品担任这种角色，因为，如果

一切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那末，每一个商品都会排斥其余的商

品去担任这一角色。第三种形式并不是由ｘ量商品ａ建立起来的，

而是由其他商品客观地建立起来的。因此，某一商品必须担任这

种角色，——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商品可能变换，——而且只

因如此，商品才完全变成商品。这个特殊的商品，即一般等价形

式与其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商品，就是货币。

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商品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畴

一样，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者

使他们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互相发生关系，是通

过使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没有物这种中介，他们

便不能这样做。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了。

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

合适的宗教。

二、商品的交换过程

商品在交换中才证明它是商品。两个商品的所有者必须愿意

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因此，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

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不外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

７７２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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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赋予的。（第

４５页）

商品对于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对于它的所有者是非使

用价值。因此产生交换的需要。但是，每一个商品所有者要交换

的，是他需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是个人的过

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当做价值来实现，就是说，通过

任何一个商品来实现，而不管他的商品对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是

否是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的社会的过程。但

是，同一个过程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不能同时是个人的过程又

是一般的社会的过程。对每个商品所有者来说，他的商品是一般

等价物，而一切其他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许多特殊等价物。由于

一切商品所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从

而也没有一种商品具有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可以使它们作为价

值而相等，作为价值量而相比较。因此，它们彼此并不是作为商

品对立着，而只是作为产品对立着。（第４７页）

商品只有与另一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作为

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但是只有社会行为才能使某

一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货币。

商品的内在矛盾，即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

一，作为有用的私人劳动产品……和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

会化身，——这种矛盾是无休止的，直到它采取商品分化为商品

和货币的形式。（第４８页）

因为一切其他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

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而与作为一般商品的货

币发生关系。（第５１页）交换过程给予转化为货币的商品的，不

８７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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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价值，而只是它的价值形式。（第５１页）拜物教就是：好

像某一商品之成为货币，不是因为其他商品全面地通过它来表现

自己的价值，相反，好像其他一切商品之所以通过它来表现自己

的价值，乃因为它是货币。

三、货币或商品流通

Ａ 价值尺度（假定金为货币）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劳动时间的

必然表现形式。商品在货币上的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ｘ量商品ａ

＝ｙ量货币，就是商品的价格。（第５５页）

商品的价格，商品的货币形式，是表现在想像的货币上；因

此，货币充当价值尺度时只是观念的货币。（第５７页）

价值一旦转化为价格，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价值尺度进一步

发展成为价格标准；就是说，要规定一定的金量，去衡量不同的

金量。这与价值尺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价值尺度本身取决于金

的价值，而金的价值同价格标准是无关的。（第５９页）

当价格用金的计算名称来表现时，货币就成为计算货币。

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同时又是该商品与货币的交换

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说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

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例如，环境许可或者强迫商

品以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来出售，那末，这些出售价格就不符合于

它的价值，但它们仍然是商品的价格，因为：（１）它们是商品的价值

形式即货币；（２）它们是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

因此，价格和价值量在量上不一致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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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形式本身中。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

式适合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

无规则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贯彻。价格形式……还能包

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良心、名

誉等等也可以……由于它们的价格而取得商品形式。（第６１页）

用货币衡量价值，即价格形式，包含着让渡的必要性，观念

上的定价，包含着实际上的定价。由此就产生了流通。

流 通 手 段

（ａ）商品的形态变化

简单的形式是：Ｗ—Ｇ—Ｗ，其物质内容＝Ｗ—Ｗ。让出交换

价值而占有使用价值。

（α）第一阶段：Ｗ—Ｇ，即卖，其中有两个人参加，因此，有

可能失败，也就是，如果商品的社会价值发生变动，商品就要低

于其价值出卖，或者甚至低于生产费用出卖。“分工使劳动产品变

为商品，因而使它向货币的转化成为必然”。同时分工又使这种转

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第６７页）不过，在这里应当考察纯粹

的现象。Ｗ—Ｇ的前提是，Ｇ的所有者（除非他是金的生产者）事

先必然用别的Ｗ 换得了Ｇ；因此，这一交易对于买者来说不仅是

相反的行为，即Ｇ—Ｗ，而且意味着，他事前必然进行了卖等等，

这样一来，便有一个无穷尽的买和卖的系列。

（β）在第二阶段Ｇ—Ｗ 即买时，情形相同，因为买对于另一

个参加者来说同时就是卖。

（γ）因此，整个过程是买和卖的循环。商品的流通。它与产

品的直接交换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打破了产品直接交换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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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和地方的限制，促进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

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依存于社会的自然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

以当事人为转移的。（第７２页）简单交换只有一个交换行为便告

结束，每个人都把非使用价值交换成使用价值；而商品流通则无

限地继续下去。（第７３页）

这里有一个错误的经济学教条：商品流通包含着买和卖的必

然平衡，因为每一次买都同时是卖，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反之亦然〕，这就

是说，每一个卖者会把他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１）买和卖，一

方面，是两极对立的两个人的同一行为；另一方面，是同一个人

的两极对立的行为。因此，买和卖的同一包含着这样一点：如果

商品卖不出去，它就是没用的，而且这样的事情是可能遇到的。

（２）Ｗ—Ｇ，作为局部过程来看，同时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并且包

含着这样一点：获得了Ｇ的人，可以选择再把Ｇ换成Ｗ 的时机。

他可以等待。Ｗ—Ｇ和Ｇ—Ｗ 这两个独立过程的内在统一，由于

这两个过程的独立性，而在外在的对立中运动，当这两个互相依

赖的过程的独立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它们的统一就要靠危机来实

现。因此，在这里危机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就是流通手段。

（ｂ）货币的流通

货币是每个个人的商品进入和退出流通的媒介；它本身总是

留在流通中。因此，虽然货币流通仅仅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商

品流通看起来却是货币流通的结果。货币既然总是留在流通领地

中，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在流通中有多少货币呢？

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总额（假定货币价值保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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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商品价格总额即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假定商品量是一

定的，那末，流通的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波动。但因

为同一货币在一定的时期内总是接连充当好几宗交易的媒介，所

以对一定的时期来说， 商品价格总额
同一货币流通的次数

＝起流通手段作用的货

币量。（第８０页）

因此，如果把纸币投入已经饱和的流通中，它就可以把金币

排挤出来。

因为货币流通只是反映商品流通过程，所以，货币流通的迅

速反映出商品形态变化的迅速，货币流通的迟缓反映出买和卖的

分离，反映出社会物质变换的迟缓。因此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迟缓，流通所显示的只是现象本身。庸人以为

这种现象是由于流通手段量不足引起的。（第８１页）

因此：（１）商品的价格不变时，如果流通的商品量增加，或

者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增加；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相

反〕，它就会减少。

（２）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商品量以同一比例减少，或

者流通速度以同一比例加快，流通的货币量依然不变。

（３）商品价格普遍降低时，和第（２）项相反。

一般说来，流通的货币量有着相当稳定的平均水平，几乎只

是由于危机才会发生显著的偏离。

（ｃ）铸币——价值符号

价格标准由国家规定，一定金块即铸币的命名和铸造，也由

国家承担。在世界市场上这种国家制服就又脱下来了（在这里且

不谈铸币税），因此，铸币和金银铸块只有形式上的差别。但是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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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在流通中会逐渐磨损，作为流通手段的金与作为价格标准的金

就不同了。铸币越来越变成自己法定内容的象征。

由此便潜伏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金属货币可以由符号或象

征来代替。因此便产生了：（１）由铜符号和银符号充当的辅币，由于

限制它们成为法定货币的数量，它们受到阻碍，不能固定下来代替

真正的金币。它们的金属含量，完全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因而它

们的铸币职能同它们的价值完全无关。因此，就有可能进一步采用

完全没有价值的符号；（２）纸币，即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信用货币

暂不在此考察）。既然纸币在实际上是代替金币而流通，它们就受

金币流通规律的支配。只有纸币代替金的那个比例，才受一个特殊

规律支配，这个规律就是：纸币的发行额应当限于它所代替的金的

实际流通量。当然，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是不断波动的，但是到处

都存在着一个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度，它决不会降低到这个限度

以下。这个最低限度是可以发行纸币的量。如果发行量超过这个

限度，那末当饱和程度降到这个限度时，一部分纸币马上就会成为

多余的。在这种情形下，商品世界中的纸币总量仍只能代表由其内

在规律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们只能代表的那个金量。

所以，如果纸币的量超过它所代表的金币量一倍，那末，每一

张纸币就要跌落到它的名义价值的一半。这正像金在充当价格尺

度的职能时，它的价值发生了变动一样。（第８９页）

货  币

（ａ）货 币 贮 藏

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就产生了把Ｗ—Ｇ的结果即Ｇ保

留起来的必要和欲望。这种形式变换不再是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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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了目的本身。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卖者变成了货币

贮藏者。（第９１页）

这种形式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占优势。如在亚洲。随着商品流

通更进一步的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掌握ｎｅｘｕｓｒｅｒｕｍ

〔物的神经〕，掌握社会公认的抵押品——货币。于是，到处都发

生了货币贮藏。商品流通的发展，加强了货币这个财富的随时可

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第９２页）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

说是无止境的。从质方面说，或者从它的形式方面说，货币是无

限的，也就是说，它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

为任何商品。但从量方面说，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

而只是力量有限的购买手段。这种矛盾驱使货币贮藏者不断从事

息息法斯①式的积累工作。

此外，金和银还可以ｉｎｐｌａｔｅ〔用金银制品的形式〕积累起来，

这就为这些金属造成一个新市场，又为货币开辟了一个潜伏的来

源。

在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不断波动的情况下，货币贮藏对于流

通的货币起着泄水道和引水道的作用。（第９５页）

（ｂ）支 付 手 段

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又产生了新的关系：商品的让渡在时

间上可以同价格的实现分离。各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时间不同，生

产季节不同，有一些商品必需送到遥远的市场上去，等等。所以，

Ａ能够在买者Ｂ有能力支付之前成为卖者。实践形成的支付条件

４８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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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Ａ成为债权人，Ｂ成为债务人，货币则成为支付手段。这样一

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就更加对抗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

的产生可以与商品流通无关，如在古代和中世纪）。（第９７页）

在这种关系中，货币的职能是：（１）充当价值尺度，决定被

卖商品的价格；（２）充当观念的购买手段。在贮藏货币的场合，Ｇ

退出流通，而在这里作为支付手段，Ｇ则进入流通，但这只是在Ｗ

已经退出流通之后。变成债务人的买者现在售卖，是为了能够支

付，否则他的财产就会被拍卖。因此在这里，由于流通过程本身

的关系所引起的一种社会必要，Ｇ成了卖的目的本身。（第９７—９８

页）

产生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买和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同时又

造成了流通手段的节省，使支付集中于一定地点，中世纪里昂的

Ｖｉｒｅｍｅｎｔｓ〔转账处〕就是某种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ｈｏｕｓｅ〔票据交换所〕，在

那里，要支付的只是债务互相抵销后的余额。（第９８页）

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在观念上起计算货币或价

值尺度的作用。在实行真正的支付时，它并非充当流通手段，并

非仅仅充当物质变换的瞬息间的媒介形式，而是社会劳动的单个

化身，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是绝对商品。这个直接的矛盾，会

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时刻明显地暴露出来。

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支付的连锁与人为的结算制度十分发达的地

方才会发生。当这个机构整个被扰乱的时候，不管它的原因如何，

货币就要突然而直接地从它的仅仅是观念的计算货币形态一变而

为硬币；平凡的商品是不能代替它的。（第９９页）

信用货币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出来的；债券本

身因债权转移而流通。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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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自己的存在形式，并

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宗贸易的领域，而铸币则主要被排挤到小额

贸易的领域去了。（第１０１页）

商品生产发展到相当水平和范围以后，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

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成了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

赋税等等由缴纳实物变为支付货币。参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

情况（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在亚洲、土耳其、日本等地，情况

则相反。（第１０２页）

货币发展成为支付手段，使得在支付期到来前必须积累货币。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作致富的独立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

而当作支付手段准备金的那种货币贮藏却又发展起来了。（第１０３

页）

（ｃ）世 界 货 币

在世界交往中，货币便抛掉了铸币、辅币、价值符号等地方形

式，它只有以金银条块形式才能充当世界货币。只有在世界市场

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

同时就是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实现形式。货币

的存在方式才和它的概念相符合。（第１０４页；详见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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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及其发展，即

商业，总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十六

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第１０６页）

如果我们只考察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经济形式，那末，它的最

终产物是货币，而货币正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

上起初总是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与土地

所有权相对立。就是现在，一切新资本也是以货币形态登上舞台，

货币经过一定的过程，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之间的区别，最初只在于

流通形式不同。除Ｗ—Ｇ—Ｗ 之外，还有Ｇ—Ｗ—Ｇ的形式，即

为卖而买。在运动中表现这种流通形式的货币就成为资本，本身

（即按它的规定）已经是资本了。

Ｇ—Ｗ—Ｇ的结果，是Ｇ—Ｇ，即货币间接地交换货币。我用

１００镑购买棉花，而以１１０镑卖出，结果我是用１００镑换１１０镑，

是货币换货币。

如果这个过程最终得到的货币价值和原来投入的相等，即

１００镑换１００镑，那末这个过程是荒谬的。但不论商人从他的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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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实现了１００镑，１１０镑，或者只是５０镑，他的这项货币总是经

历了一个独特的、根本不同于商品流通Ｗ—Ｇ—Ｗ 的运动。考察

一下这个运动和Ｗ—Ｇ—Ｗ 之间的形式上的差别，也就可以发现

它们内容上的差别。

这个过程的两个阶段的每一个和Ｗ—Ｇ—Ｗ 中的每个阶段

相同。但是，整个过程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Ｗ—Ｇ—Ｗ 中，

货币是中介，商品是起点和终点；而在Ｇ—Ｗ—Ｇ中，商品是中介，

货币是起点和终点。在Ｗ—Ｇ—Ｗ 中，货币是永远花掉了；在Ｇ—

Ｗ—Ｇ中，货币只是预付，最后还要收回来。货币回到它的出发

点，——因此，这里已经存在着货币作为货币的流通与货币作为

资本的流通之间的明显区别。

在Ｗ—Ｇ—Ｗ 中，货币只有借助全部过程的重复，借助售卖

新的商品，才能回到它的出发点。因此，货币的流回是同过程本

身无关的。相反，在Ｇ—Ｗ 一Ｇ中，货币的流回一开始就是由过

程本身性质决定的，如果货币流不回来，过程就是不完全的。（第

１１０页）

Ｗ—Ｇ—Ｗ 的最终目的是使用价值，而Ｇ—Ｗ—Ｇ的最终目

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在Ｗ—Ｇ—Ｗ 中，两端都有同样的经济形式规定性。两端都

是商品，而且具有相等的价值量。但它们同时是质上不同的使用

价值，这个过程的内容是社会的物质变换。在Ｇ—Ｗ—Ｇ中，乍看

起来，行动似乎是同义反复的，是毫无意义的。用１００镑交换１００

镑，还要兜一个圈子，好像是荒谬的。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

额只能在量上不同；因此，Ｇ—Ｗ—Ｇ只是由于两端具有量的区别

才有内容。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要多于投入的货币。例如，以１００

８８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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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购得的棉花，又以１００镑＋１０镑卖出去；这个过程就得到下列

的公式：Ｇ—Ｗ—Ｇ′，在这里，Ｇ′＝Ｇ＋ Ｇ。这个 Ｇ，
·
这
·
个
·
增
·
殖

·
额
·
就
·
是
·
剩
·
余
·
价
·
值。原来预付的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

加上了剩余价值，它增殖了，正是这一运动
·
使
·
货
·
币
·
转
·
化
·
为
·
资
·
本。

在Ｗ—Ｇ—Ｗ 中，也会有两端价值不同的情形。但是对这种

流通形式来说，这纯粹是偶然的。如果两端价值相等，Ｗ—Ｇ—Ｗ

也不会失去意义，相反，这倒是过程正常进行的条件。

Ｗ—Ｇ—Ｗ 的重复，以达到过程之外的最终目的为限，即以消

费，以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Ｇ—Ｗ—Ｇ中，开始和终结

是一样的，都是货币，就因为这样，这个运动已是永无止境的了。

当然，Ｇ＋ Ｇ在量上不同于Ｇ，但是，它也只是一个有限的货币

额；如果把它花掉，它就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

它就固定为贮藏货币。既然需要的是价值增殖，那末Ｇ′同Ｇ一样，

都需要增殖，资本的运动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在过程的终了同在

开始一样，它的目的没有达到。（第１１１、１１２页）作为这个过程

的承担者，货币的所有者就成了资本家。

在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至多成长为一种独立形式，同商品

的使用价值相对立，而在这里，它却突然表现为过程中的、自行

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形式。而且，它把自己

作为原价值同自己本身作为剩余价值区别开来。它成为过程中的

货币，从而成为资本。（第１１６页）

诚然，Ｇ—Ｗ—Ｇ′似乎只是商业资本所独有的形式。但是，工

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的出售又重

新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流通领域以外，在买和卖的间隙完成的

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一点。最后，就生息资本来说，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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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表现为Ｇ—Ｇ′，可以说是比它本身更大的价值。（第１１７页）

二、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借以变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同以前所说的关于商品、价

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只是次序相反这种

纯粹形式上的区别，能否造成这种情形呢？

此外，只有对交易上的三个当事人中的一个来说，次序才是

颠倒了。作为资本家，我从Ａ手里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卖给Ｂ。

Ａ和Ｂ是以商品的单纯的买者和卖者身分出现的。在这两种场

合，我对他们只是单纯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对前者，就

是作为买者或货币，对后者，则是作为卖者或商品。无论对哪一

个，都不是作为资本家，或作为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东西的代

表出场的。对于Ａ，交易是以卖开始的，对于Ｂ，交易是以买结束

的，因此，这完全像在商品流通中一样。如果我把次序颠倒就有

权取得剩余价值，那末Ａ也可以直接卖给Ｂ，这样，获取剩余价

值的机会也就消失了。

假定Ａ和Ｂ相互直接购买。就使用价值来说，双方都可以得

到好处。甚至Ａ生产自己的商品能比Ｂ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多，

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反之亦然〕，因此，双方都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换价

值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即使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插在中

间，双方交换的也是等量的价值。（第１１９页）

抽象地考察起来，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除了一种使用价值

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而外，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式变换。既然简

单的商品流通只包含它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变换，那末就现象的纯

０９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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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形态来说，它就只包含等价物的交换。不错，商品能按背离价值

的价格出售，但这就违背了商品交换的规律。就纯粹形态来说，商

品交换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致富的手段。（第１２０页）

因此，一切想在商品流通中得出剩余价值的企图都是错误的。

孔狄亚克（第１２１页），纽曼（第１２２页）。

我们假定，交换不是纯粹形态的交换，而是非等价物交换。我

们假定，每个卖者都按照比商品价值高１０％的价格出售商品。这

时一切照旧；每个人作为卖者时所获得的，作为买者时又会失掉。

这同货币的价值发生了１０％的变化完全一样。如果买者都按照比

价值低１０％的价格购买一切，情况也是一样（第１２３页）（托伦斯）。

有人假定剩余价值是从提高价格产生的，但这先要假定有一

个只买不卖，就是说
·
只
·
消
·
费
·
不
·
生
·
产的阶级存在，货币能白白地源源

不断地流到这个阶级手里。以超过价值的价格把商品出售给这个

阶级，只不过是收回白白交出的货币的一部分（如小亚细亚和罗马

之间）。可是，卖者总是被骗者，不会因此而变富，不会产生剩余价

值。

我们假定发生
·
欺
·
骗
·
行
·
为。Ａ把价值４０镑的酒卖给Ｂ，换得价

值５０镑的谷物。Ａ赚了１０镑。但是Ａ＋Ｂ仍然只有９０镑。Ａ有

５０镑，Ｂ只有４０镑；价值是转移了，但是没有增殖。一国的整个资

本家阶级，是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的。（第１２６页）

因此，是等价物交换，不会产生剩余价值，不是等价物交换，

也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创造新价值。

因此，在这里不考察最古老最常见的资本形式，即商业资本和

高利贷资本。如果在说明商业资本的增殖时，不以单纯的欺骗来解

释，那就需要许多中间环节，而这些环节在这里还是不存在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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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利贷和生息资本来说更是这样。以后将说明，这两种都是派生

的形式，以及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会出现于现代资本以前。

因此，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那末在流通之外呢？在流

通之外，商品所有者只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者，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按

一定的社会规律衡量的在商品中包含的他自己的劳动量；这个价

值表现为计算货币，例如表现为价格１０镑。但是，这个价值不能同

时是１１镑的价值。他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没有创造自行增殖的价

值。它能给原有价值添加更多的价值，不过这只是靠添加更多的劳

动才能做到。可见，商品生产者在流通领域之外，不同其他的商品

所有者接触，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必须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同时又不在流通中产生。（第

１２８页）

总之：货币转化为资本，应当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说

明，所以，等价物的交换应当是出发点。我们这位还只是资本家幼

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

商品，但他在这个过程终了时毕竟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

值。他从幼虫变成蝴蝶，必须既在流通领域内，又不在流通领域内。

这就是问题的条件。ＨｉｃＲｈｏｄｕｓ，ｈｉｃｓａｌｔａ！①（第１２９页）

三、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其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货币本身。因

为在购买时，货币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在它仍然是

２９２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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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时候，它的价值量并不改变；在售卖时，它也只是将商品从

它的自然形式变为它的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Ｇ—

Ｗ—Ｇ这个公式中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它的交换价值上，因为

是等价物的交换；这种变化只能来自使用价值本身，即来自商品的

使用。为此就需要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交换价值

源泉的属性——这种商品是有的，就是
·
劳
·
动
·
力。（第１３０页）

但是，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劳动

力就必须是由它的所有者出售，也就是说，必须是
·
自
·
由
·
的劳动力。

因为买者和卖专作为缔约的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所以劳动

力必须只出卖一个时期，如果一次ｅｎｂｌｏｃ①出卖，卖者就不再是卖

者，而本身成为商品了。另一方面，劳动力所有者已没有可能出

卖把他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他只有把
·
他
·
自
·
己
·
的
·
劳
·
动
·
力
·
当
·
作
·
商

·
品来出卖。（第１３１页）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市场上

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

自由人，他能够把他的劳动力当作他的商品来处理；另一方面，他

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实现他的劳动力

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第１３２页）

附带说说，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不是自然关

系，也不是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是

许多经济变革的产物。以上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同样带有历史的

印记。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不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

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大量的产品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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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商品的形式，虽然在大量产品还从来不是商品的地方，商品生

产和商品流通也会发生。货币ｄｉｔｔｏ〔同样地〕能够存在于商品流通

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一切时期中；货币的特殊形式，从简单的等价

物到世界货币，以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前提；不过，很不发达的商品

流通也能产生上述一切形式。相反，资本只有在上面所说的条件下

才会发生，而这个条件已经包含了一部世界史。（第１３３页）

劳动力有交换价值，它的交换价值和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

值一样，是由生产、亦即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

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生活即维持他的正常

的工作能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以气

候、自然条件等等，以及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一定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ｌｉｆｅ〔生活水平〕为转移。它们是变动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一

定的时期，它们是一定的。其次，它们还要包括接班人即儿童的生

活资料在内，只有这样，这种特殊的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延续下

去；再次，对于熟练劳动来说，还要包括教育费在内。（第１３５页）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

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跌到这个最低限度，就是跌到它的价值以

下，因为后者是以劳动力的正常的质量为前提，而不是以萎缩的

质量为前提。（第１３６页）

劳动的性质意味着，劳动力只有在缔结契约以后才被使用，因

为货币对于这种商品多半是充当支付手段，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只有在劳动力发挥作用以后，才付给报酬。因

此，到处都是工人借贷给资本家。（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

种消费是在流通领域之外进行的。（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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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劳动力购买者消费劳动力，迫使劳动力出卖者劳动。这种劳

动要体现在商品中，首先就必须体现在使用价值中。从这种性质

说来，它同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无关。对于劳动过程

本身的叙述——见第１４１—１４９页。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１）工人在资本

家的监督下做工。（２）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因为劳动过程现在只

是资本家购买的两个物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过程。（第１５０

页）

但是，资本家并不要生产使用价值本身，而只是把它作为交

换价值的承担者、特别是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劳动在这种条件下

——在这里，商品是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的统一——成了生产过

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第１５１页）

这样，就必须研究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

试以棉纱为例。假定制造棉纱需棉花１０磅，值１０先令，劳

动资料在纺纱过程中必要的损耗（为简单起见，在此以锭子的损

耗计算）为２先令。这样，在产品中就含有价值１２先令的生产资

料。这以下列情况为条件：一，产品已成为实际的使用价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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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举的例中已成为棉纱；二，这些劳动资料中只是体现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那末，纺纱者的劳动在商品中加进了多少呢？

因此，在这里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劳动过程。在产品

的价值中，棉花种植者、锭子制造者和纺纱者等人的劳动都是可

通约的部分——都是作为一般的、人类必要的、形成价值的劳动

而在质上相等，——因此只能在量上加以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才能用时间的长短在量上加以比较。假定这是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因为只有这种时间形成价值。

假定劳动力一天的价值＝３先令，代表６工作小时，每小时制

造１２ ３磅的棉纱，因此，在６小时中，用１０磅棉花制造了１０磅

棉纱（如上面所说）；这样，在６小时内，就加进了３先令的价值，

产品值１５先令（１０先令＋２先令＋３先令），或者说，每磅棉纱值

１先令６辨士。

但是，在这里没有剩余价值。这没有满足资本家的要求。（庸

俗经济学的诡辩……第１５７页）

我们假定劳动力一天的价值是３先令，因为物化在其中的是

半个工作日或６小时。但是，仅仅半个工作日就是维持工人２４小

时生活所必需的时间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他劳动一整天。劳动

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劳动力的有用

性质不过是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要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

的，还是劳动力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它是创造较它本身原有的交

换价值更多的交换价值的源泉。（第１５９页）

工人劳动１２小时，纺了２０磅棉花＝２０先令，再加上价值４

先令的锭子和３先令的劳动＝２７先令。但在产品中物化的是，表

现为锭子和棉花的４个工作日，再加上纺纱工人的１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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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每日以６先令计＝产品价值 先令。这里就有了 先令的

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了。（第１６０页）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

行了。（详细说明见第１６０页）

作为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过程，当它延长到超过为劳动力的

有偿价值提供单纯等价物的限度时，就是价值增殖过程。

价值形成过程和单纯劳动过程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从质的方

面来考察，而前者是从量的方面来考察，而且只是在它所包含的

是社会必要劳动的限度内来考察。（第１６１页。详细说明见第１６２

页）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

产；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它是资本主义的商品

生产过程。（第１６３页）

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同时把劳动对象的价值

转移到产品中，因而通过单纯的加进新价值而把价值保存下来。这

个双重结果是这样获得的：劳动的特殊有用的、质的性质，把一

种使用价值变成另一种使用价值，从而保存价值；而劳动的形成

价值的、抽象一般的量的性质，则加进价值。（第１６６页）

例如，纺纱劳动的生产率增加为６倍。作为有用的（质的）劳

动，它在同一时期内，保存等于过去６倍的劳动资料。但是，它

只是加进和过去一样的新价值，也就是说，在每磅棉纱中，只含

有过去加进的新价值的１ ６。作为形成价值的劳动，它并没有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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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从前更多的东西（第１６７页）。如果纺纱劳动的生产率不变，而

劳动资料的价值提高了，结果就相反。（第１６８页）

劳动资料只是把它本身所丧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第１６９

页）。但转移的程度各不相同。煤、机油等完全消失了。原料取得

了新的形态。工具、机器等只是慢慢地、部分地转移价值，它们

的损耗是根据经验来计算的（第１６９—１７０页）。此外，工具在劳

动过程中始终是完整的。所以，同一个工具是整个地参加劳动过

程，而只是部分地参加价值增殖过程。这样，这两个过程的区别，

在这里就反映在物质因素上（第１７１页）。相反，原料是会有废料

的，它是整个地加入价值增殖过程，而只是部分地加入劳动过程，

因为它在产品中出现时要减掉废料。（第１７页）

但无论如何，劳动资料不能提供比它本身更多的交换价

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只充当使用价值，因此只能提供它原有

的交换价值。（第１７２页）

这种价值保存，对资本家很有价值，而且不费他分文。（第

１７３、１７４页）

保存的价值，只不过是再现而已，它本来就存在。只有劳动

过程才加进新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就是剩余价值，即产品价

值超过制造产品时所消耗的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

形成的余额。（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这也就说明了原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过程

的要素时采取的存在形式：（１）购买劳动资料时采取的存在形式，

（２）购买劳动力时采取的存在形式。

投入劳动资料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变更其价值量，我们把

它叫做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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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变更其价值，它生产：（１）它自身的

价值，（２）剩余价值。我们把它叫做可变资本。（第１７６页）

（资本之成为不变资本，只是就它对特定的生产过程的关系而

言，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它是不变的。它包括的劳动资料可能时

多时少，所购买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可能或涨或落。但是，这并不

影响它们同生产过程的关系（第１７７页）。同样，一定的资本分为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百分比，虽然会变动，但在每一场合，ｃ仍

然是不变资本，ｖ仍然是可变资本。）（第１７８页）

三、剩余价值率

Ｃ＝５００镑＝４１０

ｃ

＋９０

ｖ

。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ｖ转化为

劳动力——终了时，得到４１０

ｃ

＋９０

ｖ

＋９０

ｍ

＝５９０镑。我们假定ｃ中有

原料３１２镑，辅助材料４４镑和机器损耗５４镑＝４１０镑。假定机器

的全部价值是１０５４镑。如果把机器的全部价值都算进去，那末，

两边的ｃ都是１４１０镑；而剩余价值仍和以前一样，是９０。（第１７９

页）

因为ｃ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所以我们得到的产品价值

和在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后者不是＝ｃ＋ｖ＋ｍ，而是

＝ｖ＋ｍ。因此ｃ的量，对于价值增殖过程是无关的，也就是说，ｃ

＝０（第１８０页）。在实际中也是这样做，把商业计算方法撇开不

用，例如，在计算一国从工业得到的收入时，就是把进口的原料

除掉的。（第１８１页）关于剩余价值同总资本的比，将在第三册作

必要的说明２０６。

因此，剩余价值率＝ｍ∶ｖ，在上述的例子中，就是９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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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不论是在资本主

义条件下或是在其他条件下——是必要劳动，超过了这个界限而

替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剩余劳动（第１８３、１８４页）。剩

余价值是凝结了的剩余劳动。使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

就是剩余劳动的榨取形式。

错误地把ｃ也计算在内的例子，见第１８５—１９６页（西尼耳）。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和＝工作日。

四、工 作 日

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剩余劳动是可变的，但有一定的限

度。它从来不会＝０，因为那时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停止。由于生理

的原因，它也从来不会达到２４小时；此外，最高界限还始终要受

道德原因的影响。但是，这些界限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经济上的

要求是：工作日不能长过工人的标准的消耗，可是，什么叫做标

准的呢？在这里发生了二律背反，只有靠力量来决定。由此就发

生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争取标准工作日的斗争。（第

１９８—２０２页）

以前社会时代的剩余劳动。在交换价值的重要性还没有超过

使用价值以前，剩余劳动是较少的，如在古代；那时只有在直接

生产交换价值，即生产金银的地方，剩余劳动才是惊人的。（第２０３

页）美国奴隶制各州，在尚未大量生产出口的棉花以前，情况就

是如此。此外，在实行徭役劳动的地方，如罗马尼亚，也是如此。

徭役劳动是用来同资本主义剥削作比较的最好的例子。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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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确定并表明剩余劳动是专门提供的劳动时间。瓦拉几亚的

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ｇｕｅ
２０７
。（第２０４—２０６页）

这是对剩余劳动的贪欲的正面表现，英国的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ｓ〔工

厂法〕则是这种贪欲的反面表现。

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ｓ。１８５０年的法律（第２０７页）规定平日是１０
１
２小

时，星期六是７１ ２小时，总计每周６０小时。工厂主由逃避工厂法

而取得的利润。（第２０８—２１１页）

不受法律限制的或直到后来才受限制的产业部门中的剥削：

花边业（第２１２页）；陶器业（第２１３页）；火柴业（第２１４页）；

壁纸业（第２１４—２１７页）；面包业（第２１７—２２２页）；铁路员工

（第２２３页）；女裁缝工人（第２２３—２２５页）；铁匠（第２２６页）。

日夜换班制的工人：ａ 冶金业和金属加工业（第２２７—２３５页）。

这些事实证明，资本把工人只是看作劳动力。只要有可能，他

们的全部时间就都成为劳动时间，至于劳动力生命的长短，资本

家是不关心的。（第２３６—２３８页）难道这不是也违背资本家的利

益吗？迅速消耗的工人如何来补偿呢？美国有组织的奴隶贸易，已

使奴隶的迅速消耗成为经济的原则，在欧洲，由农业区等地供给

工人，起着同样的作用。（第２３９页）Ｐｏｏｒｈｏｕｓｅｓｕｐｐｌｙ〔由贫民

习艺所供给劳动力〕（第２４０页）。资本家只看到随时可用的过剩

人口，并且加以使用。工人的种族灭绝问题，他是不管的。——

ａｐｒèｓｍｏｉｌｅｄéｌｕｇｅ！〔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资本是不关心工人

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在自由竞争中，资本

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各个资本家发生作

用的。（第２４３页）

规定标准工作日，是资本家和工人几世纪来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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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制定法律是为了延长劳动时间，现在却是为了缩短劳

动时间（第２４４页）。最初的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劳工法〕（爱德

华·三世第二十三年即１３４９年制定）以及鼠疫减少了人口为借

口，要每个人必须更多地工作。因此，法律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额

和工作日的界限。１４９６年，在亨利七世统治下，规定了农业劳动

者和所有手艺人（ａｒｔｉｆｉｃｅｒｓ）的工作日，在夏季，自３月至９月，

是从早晨５时到晚上７—８时，其中休息时间为１小时、１１ ２小时

和１ ２小时＝３小时。在冬季，是从早晨５时到天黑为止。这个劳

工法始终没有严格地实行。在十八世纪，资本还不能支配工人整

个星期的劳动（农业工人除外）。见当时的争论（第２４８—２５１

页）。直到大工业出现后，资本才做到这点；不但如此，大工业更

进而冲破了一切界限，极端无耻地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一旦觉醒，

立即反抗。１８０２—１８３３年间的５个劳工法只是纸上空文，因为没

有视察员。只有１８３３年的法律，在４种纺织业中建立了标准工作

日：从早晨５点半钟起，到晚上８点半钟止。在这个时间内，１３

岁到１８岁的ｙｏｕ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ｓ〔少年）只准劳动１２小时，其中还要

有１１ ２小时的休息，９岁到１３岁的儿童，只准劳动８小时，禁止

儿童和少年做夜工。（第２５３—２５５页）

Ｒｅｌａｉｓｓｙｓｔｅｍ〔换班制度〕以及为了逃避实行而滥用这种制度

（第２５６页）。最后，１８４４年的法律对各种年龄的妇女实行了同少

年一样的规定。儿童劳动限制为６１ ２小时，换班制度受到限制。但

另一方面，却允许 岁以上的儿童做工。在１８４７年，终于通过了

妇女和少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２５９页）。资本家们力图反对

（第２６０—２６８页）。１８４７年法律的缺点，引起了妥协的１８５０年法

律（第２６９页）。这项法律把妇女和少年的工作日规定为每周有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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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各为１０
１
２小时，有一天为７

１
２小时＝每周６０小时，并且规定

劳动时间在早上 点至晚上 点之间。此外，１８４７年的法律对儿

童劳动依然有效。丝业是个例外（第２７０页）。１８５３年，儿童的劳

动时间，也限制在早上６点到晚上６点之间。（第２７２页）

１８４５年的 ＰｒｉｎｔｗｏｒｋｓＡｃｔ〔印花厂法〕，几乎什么都没有限

制，妇女和儿童可以工作１６小时！

漂白工厂和染色工厂在１８６０年施行了工厂法，花边工厂是在

１８６１年，陶器业和许多其他部门是在１８６３年（同年，露天漂白业

和面包业施行了特别法）。（第２７４页）

这样，在大工业中首先有了限制劳动时间的必要，但是后来

发现，这种过度劳动也逐渐侵入了其他一切部门。（第２７７页）

其次，历史表明，特别是在实行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后，单个

的“自由”工人对资本家是无力抵抗的，只有屈服。由此也就展

开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第２７８页）

法国只是在１８４８年，才在一切劳动部门施行了对一切年龄的

工人通用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见第２５３页关于１８４１年法国童

工法的脚注。这项法律直到１８５３年才实际施行，而且只是在诺尔

省施行。）比利时完全的“劳动自由”。美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

运动。（第２７９页）

这样，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时，已和他进入时完全不同了。

劳动契约对他来说并非生产的自由当事人的契约。他自由出卖劳

动力的时间，乃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

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到国家的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和资本订

立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死亡和奴隶的境

地。工厂法的朴素ＭａｇｎａＣｈａｒｔａ〔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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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权的华丽条目。（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五、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已知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剩余价值量。如果一个劳动

力每日的价值是３先令，剩余价值率＝１００％，则每日的剩余价值

量＝每个工人３先令。

一、因为可变资本是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全部劳动力价值

的货币表现，所以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可变资本乘剩余价

值率。这两个因素，都会变动，因此会有各种不同的结合。如果

剩余价值率提高，也就是工作日延长，那末，即使可变资本减少，

剩余价值量也能增加。（第２８２页）

二、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有它的绝对界限，就是工作日

决不能延长到２４小时，所以，一个工人每日的产品的总价值决不

能等于２４小时劳动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个界限内，才可以由

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来补偿可变资本，以取得等量的剩余价值。这

对于说明从资本的矛盾趋势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是重要的。这种矛

盾的趋势是：（１）减少可变资本和所雇用的工人数目；（２）可是

仍要生产尽量多的剩余价值量。（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三、在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和劳动力所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

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

变部分的量成正比。（第２８５页）这好像同种种事实是矛盾的。就

一定的社会和一定的工作日来说，要增加剩余价值，只有增加工

人的数目，即增加人口；如果工人的数目不变，则只有延长工作

日。但是这只适用于绝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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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看出，并不是每一货币额都能转化为资本，必需有

一个最低额：即一个劳动力和必要的劳动资料的生产费用。资本

家为了自身能够过工人一样的生活，在剩余价值率为５０％时，他

就得有两个工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储蓄。甚至他有８个

工人，他也只是一个小业主。因此，中世纪是靠限制每个师傅雇

用的帮工数目，来强制地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成为一个

真正资本家所必需的财富最低额，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部门是

不同的。（第２８８页）

资本发展成了对劳动的指挥权，它进行监督，要工人守规矩

地紧张地工作。其次，它强制工人超过维持自己生活的需要而从

事更多的劳动。在榨取剩余价值上，它超过了过去任何以直接强

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支配劳动的，最初它并未改变这

些条件。因此，如果把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来看，工人并不把

生产资料当做资本，而是把它当做他自己有目的的活动的手段。但

是，如果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增殖过程来看，情形就不同了。生

产资料成了吸取他人劳动的手段。于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

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第２８９页）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消

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它们自身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而

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单是货

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取得他人劳动和剩余劳

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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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在工作日不变时，要增加剩余劳动，只有减少必要劳动，必

要劳动的减少——撇开把工资压低到价值以下不谈——又只有靠

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说，靠降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第

２９１—２９３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又只有靠提高劳动生产力，靠生

产方式本身的变革。

由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由缩短

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第２９５页）

为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普及于其产

品决定劳动力价值的那些工业部门——生产日常生活资料、它们

的代用品和它们的原料等等的部门。证明竞争如何使劳动生产力

的提高表现为商品价格的降低。（第２９６—２９９页）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如此，因

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

正比。（第２９９页）

资本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商品的绝对价值，而只是包含在商品

中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包含着预付的价值得到补偿。

根据第２９９页所说，既然同一个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一方面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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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增加商品内含的剩余价值，就很明显地

可以知道，为什么只关心交换价值的生产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

低商品的交换价值。（参看魁奈的话，第３００页）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由发展劳动生产力而节省劳动，目

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工作日甚至还会延长。所以在麦克库

洛赫、尤尔、西尼耳ｔｕｔｔｉｑｕａｎｔｉ〔之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

前一页上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在下一页上接

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感谢，必须每日工作１５小时，以代替

过去的１０小时。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必要劳动，

并延长为资本家的劳动。（第３０１页）

二、协  作

第２２８页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有一个足以同时雇用相当

数量工人的个人资本。只有在本人完全不必劳动时，这个雇用劳

动的人才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许多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工作场

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活动，在历史上和

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第３０２页）

因此，首先，同以前一个雇主雇用少数工人比较起来，只有

量的差别。但是，马上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大量的工人本身就能

保证雇用劳动的人真正获得平均劳动。而小业主的情形却不是这

样，可是他必须支付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小生产下，这种差异

就社会来说是可以抵消的，但就个别小业主来说却不能抵消。因

此，价值增殖规律对于个别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来

从事生产，同时雇用许多工人时，即一开始就运用社会平均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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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会完全实现。（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其次，生产资料单单由于大规模生产而来的节省，转移到单

位产品上的不变资本部分的减少，这只是来源于许多人在劳动过

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因此，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取得社会性

质之前（到此为止，只是同种过程的并存）就取得了社会性质。

（第３０５页）

在这里，生产资料的节省只是从它使商品便宜，因而使劳动

力的价值下降这方面来考察。关于它如何改变剩余价值与全部预

付资本（ｃ＋ｖ）的比，要在第三卷中才加以考察
２０８
。这样分开来考

察，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

动条件作为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省是

一种和工人无关的特殊事情，因此同资本所消费的劳动力的生产

率提高的方法没有联系。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或相互关联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

并肩和协同工作，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第３０６页）（Ｃｏｎｃｏｕｒｓ

ｄｅｓｆｏｒｃｅｓ〔力量的结合〕——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语）

单个工人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

可分割的操作（抬重物等等）时所发挥的机械力，在质上是不同

的。协作直接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实质上是集体力。

其次，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这

会提高每个工人的个人生产效率；因此，１２个工人在１４４小时的

一个共同工作日中所生产的东西，比１２个工人在１２个单独工作

日中，或一个工人在连续１２个工作日中所生产的东西要多。（第

３０７页）

虽然许多人完成同一或同种劳动，但各个工人的个人劳动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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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代表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一队人传递东西），在这里，协作又

能节省劳动。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方面开始修建，也是一样。结

合的工人或整体的工人等于前前后后都有手有眼，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万能的了。（第３０８页）

在复杂的劳动过程中，协作能把各个过程加以分配，使之同

时进行，这样便缩短了生产整个产品的劳动时间。（第３０８页）

许多生产部门中都有紧急时期，需要许多工人（如收割，捕

鲱鱼等），这时只有靠协作。（第３０９页）

一方面，协作能扩大生产场地，因此对那些具有工作场地的

巨大空间连续性的工作来说（排水、筑路、修堤等），协作是必要

的。另一方面，协作能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地点，缩小生产场地，从

而减少费用。（第３１０页）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协作是结合的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是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来源于协作本身。工人有计划地

和他人合作，就打破了他个人的限制，发挥了他种属的能力。

然而，雇佣工人之所以能够共同工作，只是由于同一个资本家

同时雇用他们，支付给他们工资，供给他们劳动资料。因此，协作的

规模要看一个资本家有多少资本而定。一个所有主必须有一定数

量的资本，才能成为资本家，这个条件，现在成为把许多分散的独

立的个人劳动，变成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

同样，资本对劳动的指挥，以前只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的形式上的结果，现在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正是资本家

代表着劳动过程中的结合。在协作中，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成了资

本的职能，这种管理作为这种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第３１２页）

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尽可能使资本自行增殖），这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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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时也是尽量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此它是由剥削者和

被剥削者之间必然的对抗所决定的。其次，是监督劳动资料的正

当使用。最后，各个工人的职能的联系，存在于他们外部，存在

于资本中，所以，他们自己的统一，是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

外人的意志而同他们相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的管理是二重的

（１ 生产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２ 资本增殖过程），就其形式来说

是专制的。这种专制现在发展了自己的特殊形式：资本家刚刚自

己摆脱了劳动，现在又把监督的职能转交给了有组织的整队军官

和军士，而这些人本身也是资本的雇佣工人。经济学家曾把奴隶

制度下的这种监督费用看作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非生产费用〕。但在考察资

本主义生产时，他们却把由剥削所决定的管理和由社会劳动过程

的性质本身引起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第３１３、３１４页）

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

上和审判上的最高权力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一样。（第３１４页）

资本家购买１００个单个劳动力，他所得到的是１００个工人的

结合的劳动力。但他并不对１００个工人的结合的劳动力支付报酬。

工人一旦进入了结合的劳动过程，他们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已经

归并在资本内了。这样，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内在

的生产力。（第３１５页）

古代埃及人等等协作的例子。（第３１６页）

在文明初期，狩猎民族、游牧民族或印度公社的原始协作，是

建立在下列的基础上：（１）共同占有生产条件，（２）个人自然地

同部落和原始公社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古代世界，在中世纪，在

近代殖民地，偶然的协作是建立在直接统治和暴力，大多是奴隶

制度的基础上。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是以自由的雇佣工人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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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从历史上看，它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论有

没有行会形式）直接对立的，就这方面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这是劳动过程由于从属于资

本而经历的第一个变化。因此，立即得出：（１）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是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２）劳动过程的这

个社会形式，也是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实现更有利的剥削的一

种方法。（第３１７页）

以上考察的简单形式的协作，是和大规模生产相符合的，但

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殊时代的固定的特有的形式。这种形

式的协作现在仍然存在于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和机器还不

占重要地位的地方。因此，虽然协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

形式，但它的简单形式本身，或者说它作为特殊形式，仍同它的

更发达的形式一起出现。（第３１８页）

三、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典型形式。它大约从

１５５０年到１７７０年占统治地位。

它是这样发生的：

（１）或者是把各种不同的手工业联合起来，其中每一种手工

业做一种局部操作（例如制造马车），这样，每个单个手工业者很

快就失去了从事他的全部手工业的能力，而他做的局部操作则完

善了；这样，整个过程就变成把全部操作划分为它的各个组成部

分。（第３１８、３１９页）

（２）或者是把做同一或同种工作的手工业者联合在同一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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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各项操作逐渐地不再由一个工人依次做下去，而是分开来，

由不同的工人同时去做（制针等）。产品不再是一个手工业者的产

物，而是一组手工业者的产物，每个人只完成一种局部操作。（第

３１９、３２０页）

在这两种情况下，工场手工业的结果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

生产机构。生产仍然是手工业性质；产品所经过的每一局部过程

都是用手工劳动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对生产过程作任何真正科

学的分析。正因为劳动的手工业性质，每个单个工人都被完全束

缚在一个局部职能上。（第３２１页）

由于这种情形，同手工业者相比，劳动节省了。再加上技艺

世代相传，劳动就更节省了。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符合从前

社会的如下趋势：使手工业成为世袭的职业；种姓制度，行会制

度。（第３２２页）

工具因适用于各种局部操作而分细了，北明翰有５００种锤子。

（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从工场手工业的整个机构来考察，它有两个方面：或者只是

把独立的局部产品机械地结合起来（如制表），或者是把一连串互

相关联的过程联合在
·
一
·
个作坊内（如制针）。

在工场手工业中，每一组工人供给另一组工人以原料。因此，

基本条件是：每一组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一定的量；这样，就形

成了和在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规则性、划一性和劳动强度。

因此，在这里，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这一点，已经成了
·
生
·
产
·
过
·
程

·
的
·
工
·
艺
·
规
·
律。（第３２９页）

各种操作所需的时间不同，因此也要求不同组的工人具有不

同的编制和数目（在铸字业中：４个铸造工人，２个分切工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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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１个磨字工人）。这样，工场手工业就为总体工人的各个器官

的数量大小创立了一个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只有成倍地雇用整组

的新工人，才能扩大生产。此外，要使某些职能——如监督、搬

运产品等等——独立起来，只有在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时方才有利。

（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还有一种情形是把各种工场手工业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工场手

工业，可是，其中始终缺乏真正的工艺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

采用机器时才能实现。（第３３１页）

工场手工业中早就有了机器——间或的——如磨、捣碎机等，

但只是当作辅助的东西。工场手工业的主要机器是结合的总体工

人，他们比旧时的单个手工业工人完善得多，局部工人往往必然

发展起来的一切不完善的东西，都表现为完善的东西（第３３３

页）。工场手工业造成了这些局部工人之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

人之间的差别，甚至造成了工人的真正等级制。（第３３４页）

分工：（１）是一般的分工（农业、工业、航运业等等）；（２）

是特殊的分工（种和亚种）；（３）是个别的分工（在作坊内）。社

会分工也是从不同的起点发展起来的：（１）在家庭和氏族内部，存

在着按照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加上对邻近部落使用暴力而造

成的奴隶，更把这种分工扩大了（第３３５页）；（２）不同的公社因

地域、气候、文明程度不同而生产不同的产品，在这些公社相互

接触的地方，它们就相互进行交换（第４９页）。同别的公社进行

交换，由于使自然分工进一步发展，所以是破坏本公社内部自然

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第３３６页）

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以社会分工的一定程度

的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前者又把后者向前推进。——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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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也是如此（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不过，社会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之间总是存在这样的

差别：前者必然生产商品，而后者的局部工人并不生产商品。因

此，后者是集中的、有组织的，前者是分散的、具有竞争的混乱

的。（第３３９、３４１页）

关于早期的印度公社的组织（第３４１、３４２页）。关于行会

（第３４３、３４４页）。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存在着社会内部的分工，

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创造。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像在协作中一样，发挥职能的劳动体是资

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各种劳动的结合所发生的生产力表现为资

本的生产力。协作整个说来没有改变单个工人的劳动方式，而工

场手工业却使它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工人

不能生产独立的产品，他只是资本家作坊的附属品。劳动的智力，

在许多人那里消逝，而在个别人那里扩大了范围。工场手工业的

分工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而同工

人相对立。这个分离的过程从协作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

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而

同劳动分开，并使它为资本服务。（第３４６页）

引语２０９。（第３４７页）

工场手工业一方面是一定的社会劳动组织，另一方面只是生

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方法。（第３５０页）它的历史意义就在

于此。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甚至在它的典型时期都遇到障碍：受过训

练的工人占优势，因此限制了未受过训练的工人数目；男子的反

抗，限制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人们始终坚持ｌａｗｓｏｆ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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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ｐ〔学徒法〕，甚至在这已成为不必要的地方；工人经常不服从，

因为总体工人还没有不依赖工人而独立的骨架；工人迁居国外。

（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而且，工场手工业本身不能改革全部社会生产，或者甚至不

能包括全部社会生产。工场手工业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同它自身

创造的生产需要相矛盾。机器成为必要的了，工场手工业也已经

学会制造机器了。（第３５５页）

四、机器和大工业

（ａ）机 器 本 身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是从劳动力开始，而在这

里是从劳动资料开始。

一切发达的机器装置都由三部分组成：（１）发动机，（２）传动装

置，（３）工具机（第３５７页）。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是从工具机开始

的。工具机的特点是：工具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形式，从人转到机器

上，由机器的作用来推动。至于动力是人还是自然力，暂时是无关

紧要的。其特殊的区别在于，人只能使用他自己的器官，而机器在

一定限度内可以需要多少工具就使用多少工具（纺车是１个锭子；

珍妮机①是１２—１８个锭子）。在纺车上，产业革命涉及的不是踏

板、动力，而是锭子，——最初，人到处还同时执行动力和看管者的

职能。相反地，工具机的革命，才产生出改善蒸汽机的要求，而且后

来也实现了这个要求。（第３５９—３６０页以及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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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中的机器有两类：或者是，（１）同种机器的协作（机

器织机，信封制造机，这种机器把各种工具结合起来，完成一系

列局部工人的工作），在这种场合，已经由于传动装置和动力而有

了工艺上的统一；或者是，（２）机器体系，即各种局部工作机的

结合（纺纱）。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是机器体系的自然基础。但是

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每一个局部过程必需

适应工人；而在大工业中，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劳动过程能够

客观地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如何完成每一局部过程是由科学或

是由基于科学的实际经验借助机器来解决的。在这里，各组工人

之间的数量上的比例是作为各组机器之间的比例而重现出来。（第

３６３—３６６页）

在这两种场合，工厂构成了一个大自动机（而且只是到了最

近，才完善到这个阶段），而这就是它的适当的形式（第３６７页）。

它的最完善的形式就是能制造机器的自动机，这种自动机消灭了

大工业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基础，从而使机器生产第一次具备

了完善的形式。（第３６９、３７２页）

各个部门的变革直到交通工具的变革之间的联系。（第３７１

页）

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的结合是主观的，而在这里，却有一

个客观的机械的生产机体，它现成地出现在工人面前，它只有在

共同的工人的手里才发生作用。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已成

为工艺上的必要了。（第３７２页）

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自然力，如蒸汽、

水，也不费资本分文。科学所发现的力，也是这样。但是，这种力只

有借助花费许多钱制造的相应机械，才能加以利用。同样，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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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从前的工具昂贵得多。但是，这种机器的寿命比工具长得多，

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大得多，因此相应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

值比工具小得多。因此，机器的无偿服务（这种服务并不再现在

产品的价值中）要比工具大得多。（第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６页）

大工业由于生产集中而使产品便宜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工场

手工业。（第３７５页）

成品的价格表明，机器使产品便宜了许多。由劳动资料转移

过去的价值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机器

的生产率，是以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例证（第

３７７—３７９页）。

假设一个蒸汽犁代替了１５０个工人，这些工人一年的工资是

３０００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全年工资数并不代表他们所做的全

部劳动，而只代表必要劳动；可是，除此而外，他们还做了剩余

劳动。如果蒸汽犁值３０００镑，这就是蒸汽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的

货币表现。可见，即使机器的价钱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钱一

样多，物化在机器内的人类劳动总要比它所代替的劳动少得多。

（第３８０页）

机器作为使产品便宜的手段，它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它所代

替的劳动。但是对于资本来说，它的价值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

动力的价值。因此，在英国无利可图的机器，也许在美国有利可

图（如碎石机）。而由于某些法律限制的结果，那些原来对资本无

利的机器，也会突然被起用。（第３８０—３８１页）

（ｂ）借助机器占有劳动力

因为机器本身包含了推动自己的力量，所以肌肉力的价值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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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了。女工和童工，雇佣工人的数目由于吸收以前不从事雇佣劳

动的家庭成员而迅速增加。这样，男劳动力的价值就分到全家劳

动力上了，也就是说，它贬值了。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现在必

须全家４口人不仅为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提供剩余劳动，而从

前只需要１个人这样做。可见，在扩大剥削材料的同时，也增加

了剥削的程度。（第３８３页）

在以前，劳动力的买卖是自由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是购买

儿童和少年；工人现在是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例

证见第３８４—３８５页）

身体摧残。工人儿童的死亡率（第３８６页）。在农业的工业经

营中也是这样（Ｇａｎｇｓｙｓｔｅｍ）〔队工制〕）（第３８７页）。

精神摧残（第３８８页）。工厂法中关于教育的条文以及工厂主

的反抗（第３９０页）。

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终于破坏了男工对资本专制的反抗

（第３９１页）。

机器缩短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在资本手中，它

却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远远超过它的标准限度的最有力的手段。

机器一方面创造了使资本能够这样做的新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

了这样做的新动机。

机器能够不断地运动，它只受协助它的人类劳动力的虚弱和

局限性的限制。一架每日工作２０小时、在７１ ２年内磨损的机器，

可以和另一架每日工作１０小时、在１５年内磨损的机器一样，替

资本家取得同量的剩余劳动，不过前者
·
只
·
需
·
要
·
后
·
者
·
一
·
半
·
的
·
时
·
间。

（第３９８页）

在这种情况下，机器无形损耗——ｂｙｓｕｐｅｒｓｅｄｉｎｇ〔由以新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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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造成〕——的危险更少。（第３９４页）

而且，不必增加建筑物和机器上的投资，就可以吸收更大量

的劳动。因此，延长工作日，不仅能增加剩余价值，还能相对地

减少获得这项剩余价值所需要的投资。在大工业中，固定资本部

分愈占优势，这个办法也就愈加重要。（第３９５页）

在采用机器的初期，当机器具有垄断性时，利润颇大，因此渴

望更多地、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在机器普遍采用后，这项垄断利

润就不存在了。而下面这个规律就生效了：剩余价值不是产生于为

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产生于它所使用的劳动，也就是产生于可

变资本。但在机器生产的场合下，可变资本必然会因投资庞大而减

少。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资本量不变

时，机器是靠减少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来增加剩余价值的另一因

素，即靠减少工人的数目来增加剩余价值率。每当机器生产的商品

的价值成为这类商品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价值时，这个矛盾就表

现出来，并重新推动人们去延长工作日。（第３９７页）

同时，机器由于使被排挤的工人遭到失业，并由于吸收妇女和

儿童，就造成了过剩的劳动人口，使他们被迫听命于资本所定下的

法律。因此，它打破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就

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现象：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

工人及其家庭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可以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

的最可靠的手段。（第３９８页）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的反应怎样表现为要求确立标准的工作

日；而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起来了劳动的强化。（第３９９页）

在开始时，随着机器运转的加快，劳动强度的增加是和劳动时

间的延长同时并进的。但不久，就达到二者相互排斥的地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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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工作日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可以增加强度了；在１０小时

内所做的劳动量，可以等于过去在１２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所做的劳

动量，现在强度高的工作日是作为倍加的工作日来计算的。劳动

不单以时间长短来计量，还以它的强度来计量（第４００页）。这样，

５小时必要劳动和５小时剩余劳动所取得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和

强度较低的６小时必要劳动和６小时剩余劳动所取得的一样多。

（第４００页）

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在
·
工
·
场
·
手
·
工
·
业中已经证明（见注１５９），

例如在陶器业等等中，只是缩短工作日，就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在

机器劳动中，这就大可怀疑了。但可参阅罗·加德纳的例证（第

４０１—４０２页）。

一旦缩短工作日成了法律，机器就成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强度

更高的劳动的手段，其方法或者是加快速度，或者是与机器相对

而言减少人手。例证（第４０３—４０７页）。与此同时，工厂日益致

富和扩大。证明（第４０７—４０９页）。

（ｃ）工厂整体的典型形态

在工厂中，机器保证工具合乎目的的使用；因此工场手工业

中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质的差别，在这里消失了。劳动愈来愈拉平，

工人之间至多只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别。分工在这里就是把工人分

配在各种专门机器上。这里只划分为真正在工具机旁操作的主要

工人和ｆｅｅｄｅｒｓ〔助手〕（这适用于走锭精纺机，不太适用于翼锭精

纺机，更不适用于改良机器织机），此外，还有监工、工程师、司

炉、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些只是表面上算在工厂内的阶层。

（第４１１—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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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必须适应自动机的连续的运动，这就要求工人从小受训

练。但是，这并不需要像在工场手工业中那样，使工人一生束缚在

某一局部职能上。同一架机器上可以更换人员（换班制）。由于学

习起来容易，工人可以从一种机器调到另一种机器上去。助手的工

作，或者是很简单，或者是愈来愈由机器担任。可是，工场手工业的

分工最初由于传统关系继续存在着，后来它就成了资本的更大的

剥削手段。工人终生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第４１３页）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是资本的增殖过程，

因此都有这样的共同点：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是劳动条

件使用工人；只有在机器生产下，这种颠倒关系才有了工艺上明显

的现实性。劳动资料由于变为自动机，所以在劳动过程中是作为资

本，作为支配活劳动力和吸取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

同样，生产过程的智力成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变得空虚了

的个别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机器体系所体现的科学、庞大的

自然力和社会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

（第４１４—４１５页）

工厂中兵营般的纪律，工厂法典（第４１６页）。

工厂的物质条件（第４１７—４１８页）。

（ｃ）或（ｄ）工人反对工厂制度及机器的斗争

这个斗争从资本主义关系建立时起，就已开始，在这里最初

是反抗机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暴动。织带机

（第４１９页）。鲁德分子２１０（第４２０页）。直到后来，工人才把物质

生产资料和使用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形式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中，改善了的分工不过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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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段（第４２１页）。（顺便谈到农业方面。排挤。第４２２页）。而

在机器生产中，工人是实际地被排挤，机器直接和工人竞争。手工

织工（第４２３页）。印度的情形也是一样（第４２４页）。这种作用是

长期的，因为机器不断地侵入新的生产领域。随着机器的出现，资

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劳动资料同工人的脱离和独立，发展成为完全

的对立。因此，工人现在首先起来反抗劳动工具。（第４２４页）

机器排挤工人的详细情形（第４２５、４２６页）。机器排挤工人，成

为破坏工人反抗资本的工具（第４２７、４２８页）。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认为，机器排挤工人的同时，会腾出资本

来，再去雇用这些工人。但事实正相反：每次采用机器，都束缚资

本，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因此，它只会限制

资本雇用工人的能力。事实上——上述的辩护论者也是这样认为

——并不是这样腾出资本，而是腾出被排挤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这

里是工人腾出生活资料，可是辩护论者却说成：机器为工人腾出生

活资料。（第４２９—４３０页）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发挥（这对“双周评论”是很好的①）（第

４３１—４３２页）。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可分离的那种对抗，对于

辩护论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对抗不是来自机器本身，而是

来自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第４３２页）

机器直接和间接地扩大生产，从而有可能增加工人的数目：矿

工、植棉各州的奴隶等等。另一方面，建立毛纺织厂的结果，苏格兰

和爱尔兰的农民被羊排挤了。（第４３３、４３４页）

机器生产比工场手工业大大地加强了社会分工（第４３５页）。

２２３ 弗·恩 格 斯

① 见本卷第３２６—３５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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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或（ｅ）机器和剩余价值

采用机器的第一个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

现剩余价值并为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们消费的产品，因而也就增

加了资本家的数目；新的奢侈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奢侈品

的生产增长起来。交通工具也发展起来（但在发达的国家中，它只

吸收很少的劳动力；例证见第４３６页）。最后，仆役阶级，即现代家

庭奴隶，也增加起来。现代家庭奴隶材料是靠机器腾出工人来供给

的（第４３７页）。统计表。

经济矛盾（第４３７页）。

在一个生产部门中，由于采用机器而使劳动绝对增加的可能

性，以及这个过程的形式（第４３９—４４０页）。

大工业有巨大的弹性，它能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到高度发展

阶段（第４４１页）。对生产原料的国家的影响。由于工人被排挤而

造成的移民。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危机和繁荣的周

期性（第４４２页）。在这个扩展的过程中，工人的被排斥和被吸引

（第４４４页）。

关于这点的历史资料（第４４５—４４９页）。

同样，关于机器排挤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和各中间阶段，第

４５０—４５１页）。关于未采用工厂经营方式但具有大工业精神的工

业部门的变更。室内劳动成为工厂的厂外分支（第４５２页）。在家

内劳动和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剥削的情形比在真正的工厂中更加

无耻（第４５３页）。例证。伦敦的印刷厂（第４５３页），装订业，拣选

褴布业（第４５４页），烧砖业（第４５５页），一般现代工场手工业（第

４５６页）。家内劳动：花边编织业（第４５７—４５９页），草辫业（第４６０

３２３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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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剥削达到极限后，即转变为工厂经营：采用缝纫机制造穿着物

（第４６２—４６６页）。这个转变的加速，是由于推行强制的工厂法，废

止了以无限制的剥削为基础的旧制度（第４６６页）。例证：陶器业

（第４６７页），火柴业（第４６８页）。其次，工厂法对于因工人被迫闲

散和季节时尚关系而造成的不规则工作的影响（第４７０页）。在家

内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中，由于季节关系造成的过度劳动和无事可

做并存的情形（第４７１页）。

工厂法的卫生条款（第４７３页）。教育条款（第４７６页）。

工人被解雇，仅仅因为达到一定年龄，不再适合原来的工作，

不能再靠童工的工资生活，同时又没有学习新行业（第４７７页）。

大工业消灭了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的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秘密〕和传

统的凝固性，它把生产过程变为对自然力的有意识的应用。因此，

和以前的一切形式相比，只有大工业是革命的（第４７９页）。但是，

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形式，仍然使工人保持凝固了的分工。而由于它

每天变革着分工的基础，所以使工人陷于毁灭的境地。另一方面，

正是由于同一个工人有改变活动的必要，就要求工人必须尽可能

多方面发展，并且有了社会革命的可能。（第４８０、４８１页）

把工厂立法推行于一切非工厂方式经营的部门的必要（第

４８２页及以下各页）。１８６７年的法律（第４８５页）。矿业（注释，第

４８６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法的集中影响，工厂经营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

形态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的尖锐化，推翻旧社会的

因素和建立新社会的因素成熟起来。（第４８８—４９３页）

农业。在这里机器排挤工人的情形更为剧烈。雇佣工人代替

农民。农村家庭制造业的消灭。城乡对立的尖锐化。农村工人分

４２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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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和软弱，而城市工人集中，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

同时掠夺土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高峰，破坏一切财富的

源泉：土地和工人（第４９３—４９６页）。①

５２３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四章

① 在手稿上，还有下一章的标题：“第五章。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手稿

随后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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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双周评论”作２１１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①

托马斯·图克先生在研究流通手段时，指出这一事实：货币作

为资本发挥职能时要流回它的起点，但是货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

发挥职能时就不是这样２１２。这种区别（其实，这一点早就由詹姆斯

·斯图亚特爵士肯定了），只是被图克先生当做一个论据，用来反

对《ｃｕｒｒｅｎｃｙ》〔“通货”〕论者关于纸币发行额影响商品价格的论

断２１３。反之，我们的作者把这一区别当做研究资本本身的性质，特

别是研究下述问题的出发点：货币，这种价值存在的独立形式，怎

样转化为资本？

杜尔哥说，所有的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为卖而买，他

们的买只是一种垫款，这笔款以后又回到他们手中２１４。

为卖而买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货币作为资

本发挥职能，并且必须回到它原来的起点；为买而卖则不同，在这

种过程中货币只能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因此，我们看到，卖和

买相接续的不同次序，赋予货币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为了说明这

６２３

①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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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过程，我们的作者提出下面的公式：

为买而卖：商品Ｗ 换成货币Ｇ，货币Ｇ再换成另外一种商品

Ｗ，即Ｗ—Ｇ—Ｗ。

为卖而买：货币换成商品，商品再换成货币，即Ｇ—Ｗ—Ｇ。

Ｗ—Ｇ—Ｗ 的公式代表简单的商品流通，在这里，货币作为流

通手段、作为ｃｕｒｒｅｎｃｙ发挥职能。这一公式在原书第一章２１５中

得到了分析，这一章还提出了一种新颖而又十分明白的价值和货

币理论，这从科学上说是很有意义的。但在这里我们不谈它，因为

整个说来，它和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先生关于资本的见解的基本

点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Ｇ—Ｗ—Ｇ的公式则代表这样一种流通形式，在这

里，货币本身已转化为资本。

为卖而买的过程Ｇ—Ｗ—Ｇ，显然可以简化为Ｇ—Ｇ；这是货

币间接地交换货币。假定我以１０００镑购买棉花，以１１００镑卖出；

结局我是以１０００镑换１１００镑，是货币换货币。

如果这种过程完结时，回到我手中的货币额总是和我预付的

货币额相等，这显然是荒唐的。但是预付了１０００镑的商人，不管换

得１１００镑，１０００镑，甚至只换得９００镑，他的货币经过了一个运

动，这个运动同Ｗ—Ｇ—Ｗ 公式所代表的运动有本质的不同；后

者表示为买而卖，卖出你所不需要的，以便能够买进你所需要的。

现在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公式。

每一过程都由两个阶段或行为构成，并且这两种行为在这两

个公式中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这两种过程本身之间却有着很大

的差别。在Ｗ—Ｇ—Ｗ 中，货币只是中介；商品，使用价值，构成起

点和终点。在Ｇ—Ｗ—Ｇ中，商品是中间环节，而货币构成起点和

７２３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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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在Ｗ—Ｇ—Ｗ 中，货币是永远花掉了；在Ｇ—Ｗ—Ｇ中，货币

只是预付，目的是要把它收回来；它要回到它的起点，而这正是货

币作为货币的流通同货币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第一个明显的区

别。

在为买而卖的过程Ｗ—Ｇ—Ｗ 中，货币只有借助全部过程的

重复，借助售卖新的商品，才能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的流回同

过程本身无关。但是在Ｇ—Ｗ—Ｇ的过程中，这种流回是一件必然

的事情，是在开始时就预计到的；如果没有流回，那一定是在某个

地方遇到了障碍，而过程就没有完成。

为买而卖，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为卖而买，其目的是

为了取得交换价值。

在公式Ｗ—Ｇ—Ｗ 中，按经济学的说法，两端是相同的。它

们两者都是商品；而且，它们具有等量的价值。因为全部价值学

说的前提是：通常只有等价物才能相交换。同时，Ｗ—Ｗ 这两端

是两种在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互相交换。在

Ｇ—Ｗ—Ｇ的过程中，乍看起来整个行动是毫无意义的。用１００镑

交换１００镑，而且还要兜一个圈子，这好像是荒谬的。一个货币

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在量上不同。因此，Ｇ—Ｗ—Ｇ只有当它的

两端具有量的差别时才有意义。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必须多于

先前投入的货币。用１０００镑购买棉花，卖１１００镑＝１０００镑＋１００

镑；表现这一过程的公式，这样一来就变成Ｇ—Ｗ—Ｇ 了。在这

里，Ｇ＝Ｇ＋ Ｇ，即Ｇ加上一个增殖额。这个 Ｇ，这个增殖额，

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①。原来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在

８２３ 弗·恩 格 斯

① 本文中凡是提到“价值”而不加定语时，都是指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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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上合并一个增殖额，它增殖了，而正是这个过程使货币转化

为资本。

在Ｗ—Ｇ—Ｗ 这一流通公式中，两端当然也可能在价值上发

生差异，不过这种情形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两端是等价

物，公式也不会失去意义。相反，这倒是这一公式的正常性质的

条件。

Ｗ—Ｇ—Ｗ 能否反复进行，要受交换过程本身以外的情况限

制，即受消费需要的限制。但是在Ｇ—Ｗ—Ｇ中，起点和终点在质

上是相同的，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这一运动才是或者才可以是永

不停息的。Ｇ＋ Ｇ在量上不同于Ｇ，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它毕

竟是一个有限的货币额。如果把它花掉，它就不再成为资本；如果

把它从流通中取出，它就固定为储藏货币。既然所需要的是价值

增殖，那末Ｇ 同Ｇ一样，都需要增殖。资本的运动变成永不停息、

永无止境的了，因为每一次过程的结局同开始时一样，并没有达

到目的。货币所有者由于执行这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就变成资本

家。

最初一看，Ｇ—Ｗ—Ｇ公式似乎只适用于商业资本。可是产业

资本也是以货币换商品，然后再换更多的货币。当然，这里在买卖

之间插入一些在流通领域之外进行的行动；但是它们丝毫不会改

变这一过程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借贷资本中，这同一个

过程变得最简短了。在这里，公式缩减成Ｇ—Ｇ ，可以说是比它自

身更大的价值。

Ｇ的这一增殖额，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前

面对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研究，不仅没有说明

这种来源，甚至看来排除了任何产生剩余价值之类东西的流通形

９２３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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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商品流通（Ｗ—Ｇ—Ｗ）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Ｇ—Ｗ—Ｇ）

之间的全部差别，好像只在于过程的次序的颠倒；但这种次序的不

同怎么竟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结果呢？

此外，只有对参加这一过程的三者中的一方，次序才是颠倒

了。我作为资本家，从Ａ手里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卖给Ｂ。Ａ和

Ｂ是作为商品的单纯的买者和卖者而出现的。我在从Ａ的手里购

买商品时，只是作为货币所有者，在卖给Ｂ时，只是作为商品所有

者；但是，不管在哪一次交易中，我都不是作为资本家、都不是作为

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在Ａ看来交易是以卖开始，

在Ｂ看来是以买开始。从我的角度来看，Ｗ—Ｇ—Ｗ 公式的次序在

这里是颠倒过来了，但从他们的角度看，并不是这样。而且，没有任

何东西会妨碍Ａ不经我的手把商品卖给Ｂ，但如果真的不经我的

手，那任何剩余价值都无从取得了。

假定，Ａ和Ｂ彼此直接从对方手里购买他们所必需的东西。

就使用价值来说，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Ａ生产他那种特定的商

品可能比Ｂ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多些，以及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相反的情

况〕；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换价值来

说，情形就不同了。在后一场合，不管有没有货币作为媒介，相交换

的都是等量的价值。

抽象地考察起来，就是说，把一切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

规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不谈，那末，在这种简单的流通中，除了一

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而外，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式

变换。商品所有者手中所有的，始终是同一的交换价值，是物化的

等量社会劳动，而不管它采取的是商品形式，或者是出卖这一商品

而取得的货币形式，或者是用这一货币所购得的另一种商品的形

０３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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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种形式变换，不会在价值量上引起变化，正像用一张５镑的

钞票去换５个索维林一样。既然这里发生的只是交换价值的形式

变换，那就必须是等价物的交换，至少在这一过程纯粹地、正常地

进行的情况下，应当是这样。商品也可能按高于或低于其价值的价

格卖出，但如果是这样，就违背了商品交换的规律。因此，纯粹的和

正常的情况下的商品交换，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所有

企图从商品交换中得出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家，便都犯了错误。孔狄

亚克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假定，这个过程不是在正常条件下进行的，相交换的

不是等价物。例如，每个卖者出卖自己的商品都高于其价值１０％。

Ｃａｅｔｅｒｉｓｐａｒｉｂｕ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作为卖

者赚得的东西，现在作为买者又失掉了。这就像货币的价值跌落了

１０％一样。如果一切买者购买商品都低于其价值１０％，情形则刚

好相反，可是结果仍然一样。我们假定每个商品所有者作为生产者

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商品，作为消费者按高于商品价值的

价格购买商品，这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有一种错觉，认为剩余价值是来源于商品名义上的加价。一

贯坚持这种错觉的人，总是假定存在着一个只买不卖，只消费不

生产的阶级。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阶级。

就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吧。这个阶级从哪里获得它用以购买的货

币呢？显然是从商品生产者那里——不管是合法地还是使用暴力，

反正不是通过交换。把商品高于其价值卖给这样一个阶级，不过

等于收回一部分曾白白交出的货币罢了。例如，小亚细亚诸城市

向罗马人缴纳贡款，然后用在贸易中欺骗罗马人的办法捞回一部

分；但是最终还是这些城市吃亏。可见，这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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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我们再假定发生欺骗行为。Ａ把价值４０镑的酒卖给Ｂ，换得

价值５０镑的谷物。Ａ赚了１０镑，Ｂ损失了１０镑，可是两者加在

一起仍是９０镑。价值转移了，但是并没有被创造出来。一国的整

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互相欺骗来增加他们的总财富。

所以，是等价物交换，不会产生剩余价值，不是等价物交换，也

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创造新价值。因此，我们在这里不

考察两个最古老的最常见的资本形式，即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要

说明这两种资本形式攫取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欺骗的结果，就要

列举一系列中间环节，但这些环节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上是不存

在的。以后我们会看到，它们两者不过是派生的形式，并且会弄明

白，为什么它们出现在历史上比现代资本早得多。

可见，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但是，它能不能在

流通之外产生呢？在流通之外，商品所有者只是商品生产者，他

的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并按一定社会规律衡量的他自

己的劳动的量决定的。这个价值表现为计算货币，例如表现为价

格１０镑，但这１０镑的价格，不能同时又是１１镑的价格；包含在

商品中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没有创造增殖新价值的价值；劳动可

以给现有价值添加新价值，但这只能通过追加新劳动的办法。既

然如此，商品所有者在流通领域之外，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触，

怎能产生出剩余价值呢？换句话说，怎能把商品或货币变成资本

呢？

“总之，资本既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

它必须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应

当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说明，所以，等价物交换应不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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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我们这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

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这个过程终了时

毕竟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从幼虫变成蝴蝶，必须

既在流通领域内，又不在流通领域内。这就是问题的条件。Ｈｉｃ

Ｒｈｏｄｕｓ，ｈｉｃｓａｌｔａ！〔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第１７４—１７５

页〕①现在看一下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其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

身，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的或所

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凝固在本来的形式上，那就变成不变

的价值量的化石。同样，这种变化也不能来自流通的第二个行为，

即商品的转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把商品的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

币形式。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Ｇ—Ｗ 所购买的

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个商品的价值上，因为相交换的是等价

物，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支付的。可见，这种变化只能来自商品的

使用价值本身，即来自商品的使用。但要想从商品的使用中取得价

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得在流通领域内，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幸

运地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一种成为交换价

值泉源的独特属性，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就是

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

动能力即劳动力。

所谓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存在于人

的机体即活生生的人身中，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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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使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

具备种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它自身性质所产生的依附关系

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依附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被它

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自己拿来求售或出卖时，而且只有在这

个限度内，才能当做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而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

力当做商品出卖，就必须有可能支配它，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

自己的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他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

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在于一个是买者，一

个是卖者……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总是

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期，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次卖完，他同时

也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第二个基本条

件，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物化着他本人劳动的商品，

相反，他不得不把那种只存在于他的活的机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

做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想出卖不同于他的劳动力的商品，当然必须占有生

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子，他就不能做皮鞋。此外，

他还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也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不能靠尚未

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过活；而且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的第一天

起，每一天，不管是在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要消费。产品如果

当做商品生产，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出去，而且只有卖了以后，

生产者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生产时间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

间。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

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谓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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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个工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处理；另一方

面，他根本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实现

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所有者相对立，这

个问题货币所有者不感兴趣，他认为劳动市场就是商品市场的一

个特殊部分。同样我们对这个问题目前也不感兴趣。正像货币所

有者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一样，我们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

事实。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自然界不会造成一方面是货币或商品

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只有劳动力的人。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的

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显然是以往历史

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一系列陈旧

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在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各自历史的痕迹。产

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要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要成为商品，

产品必须不是当做生产者自己的直接生活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

进一步研究下去，看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

产品采取商品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极特殊的生产

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超出

了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部分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

的需要，没有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的生产过程还远没有全部受交换

价值的控制，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是可

能发生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货币，就会发现，它是以商品交换

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前提。货币的各种特殊的形式，如单纯的商品等

价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货币或世界货币，依照它们这种或

那种职能应用的范围以及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着社会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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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各个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经验表明，在商品流通不很发达的

情况下，这各种形式也足以形成。资本则不然。对于资本存在的历

史条件来说，单有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根本不够的。只有在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能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

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一整部世

界史。因此，资本一产生就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开辟一个特殊的时

代。”〔第１７６—１８０页〕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像所有其他

商品一样，劳动力也有交换价值，这种价值也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

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

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正常工作能力所必需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由气候、其他自然条件以及各国历史

地形成的生活水平调节着。它们是变动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

一定的时期，是一定的。此外，它们要包括衰颓工人的替身即工人

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才能延续下去。

最后，它们还要包括培养熟练劳动的教育费。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

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跌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跌到它的价值以下

了，因为后者是按正常质量的劳动力来计算，而不是按低劣质量的

劳动力来计算的。

劳动的性质表明，劳动力只有在它出卖以后才被使用，而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的一切国家里，劳动只是在它实现以后才

被支付。因此，在任何地方，工人都是借贷给资本家。马克思先生

从议会文件中摘引了这方面的一些有趣例子；不过这些例子还是

让读者到原书中去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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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购买者消费劳动力时，同时生产出商品和剩余价值，

为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必须离开流通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

在这里，我们首先发现劳动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单纯

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作为这样一种过程，它在社会存在的一切

历史形式下都会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的，它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点是我们现在要

考察的。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首先，工人是在

资本家的监督下做工，资本家这样做是为了不致发生任何浪费，为

了在每一个别产品上所消耗的劳动都不超过社会必要的劳动量。

其次，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因为劳动过程是在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这

两种都归资本家所有的东西之间进行的。

资本家只是在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的体现的

限度内，才关心使用价值。他的目的是要生产这样的商品，这种商

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价值的总和。但是怎样才能做

到这一点呢？

我们拿一种商品例如棉纱来看，并考察一下其中包含的劳动

量。假定生产１０磅棉纱需要价值１０先令的１０磅棉花（损耗不计

在内）。此外，还需要一定的劳动资料：蒸汽机、梳棉机和其他机器、

煤、润滑油等等。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纱锭”来代表这一切并且

假定生产１０磅棉纱所必需的机器磨损和煤炭等为２先令。这样，

棉花１０先令＋纱锭２先令＝１２先令。如果１２先令代表２４个工

作小时即两个工作日的产品，则棉花和纱绽就在棉纱中体现了两

个工作日。但在纺的过程中加进了多少价值呢？

假定劳动力ｐｅｒｄｉｅｍ〔一日的〕价值是３先令，而这３先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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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６小时的劳动。其次，假定一个工人纺１０磅棉纱需要６小时。在

这种情况下，劳动在产品上加进３先令；１０磅棉纱价值是１５先

令，或者说，每磅值１先令６辨士。

这个过程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它并没有带来剩余价值。而且

它也不可能带来剩余价值，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事情并不是如

此简单地进行的。

“我们来更仔细地看一下。劳动力ｐｅｒｄｉｅｍ价值是３先令，因

为物化在劳动力中的是半个工作日……要维持一个工人２４小时

的生活，需要半个工作日，但这种情况丝毫不妨碍工人整日去做

工。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利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是两

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正是看中了这种价值差额。劳动

力的有用性，它生产棉纱或皮鞋的能力，只是一个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

ｑｕａｎｏｎ〔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消耗，才

能形成价值。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是

它成为价值泉源并且是比它原来价值更大的价值的泉源的属性。

这就是资本家期望这个商品提供的特殊‘服务’。同时，他是按照商

品交换的永恒规律行动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也和其他一切商

品的卖者一样，他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让出它的使用价值。他

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

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售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

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日的使用即一日

的劳动是归他所有。劳动力一日的维持费只值半个工作日，而劳动

力却可以活动、工作一整日，因此，劳动力使用一日所形成的价值

比劳动力的日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对

卖者也是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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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工人劳动１２小时，纺出２０磅棉纱，其中体现着２０先令

棉花，４先令纱锭等等，而他的劳动值３先令，总计是２７先令。如

果１０磅棉花吸收６个工作小时，２０磅棉花就吸收了１２个工作小

时，值６先令。现在，物化在这２０磅棉纱中的是５个工作日，其中

４个工作日物化在消耗了的棉花和纱锭中，１个工作日在纺纱过程

中被棉花吸收。５个工作日的货币表现是３０先令。因而这也就是

２０磅棉纱的价格。１磅棉纱仍旧值１先令６辨士。但是，投入这一

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２７先令。产品的价值比在产品生产上预

付的价值大１ ９。这样，２７先令变成了３０先令，带来了３先令的剩

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遵守了，商品交换的规律丝毫没有遭到破

坏。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资本家作为买者是按照商品价值支付棉

花、纱锭和劳动力等各种商品的。然后他做了每一个商品购买者所

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

商品的生产过程，它提供的产品是２０磅棉纱，值３０先令。现在，资

本家又回到市场上出售商品，他每磅棉纱卖１先令６辨士，既不比

它的价值贵一分，也不比它的价值贱一分。但是，他从流通中取得

的货币比原来投入流通的多３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一

整个过程，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又不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

它要借助于流通，因为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是它的条件。它又

不在流通中发生，因为流通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而这个过程

是在生产领域中实现的。可见，《ｔｏｕｔｅｓｔｐｏｕｒｌｅｍｉｅｕｘｄａｎｓｌｅ

ｍｅｉｌｌｅｕｒｄｅｓｍｏｎｄｅ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在这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

全十美。”（伏尔泰：“老实人”）〕”〔第２１２—２１４页〕

马克思先生说明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后，就来分析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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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从以上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在投入生产企业的资本中，只有一

部分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就是为购买劳动力而预付的那

部分资本。只有这部分资本产生新的价值；投在机器、原料、煤等等

上面的资本，固然在产品的价值上ｐｒｏｔａｎｔｏ〔相应地〕再现出来，

被保存和再生产出来，但是并没有产生剩余价值。这一事实使马克

思先生提出新的资本分类法，即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前者是投在机器、原料以及劳动过程所必需的一切其他要素上的

那一部分资本，它只是被再生产出来；后者是用来购买劳动力即支

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它不仅被再生产出来，同时还是剩余价值

的直接泉源。由此可见，不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不管多么必

要，但是它并不直接参与这种生产，而且，投入生产的不变资本量

丝毫不会影响该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①。因此，在确定剩余价

值率时，无须考虑不变资本。只有把剩余价值量同直接参与创造剩

余价值的资本量即可变资本量加以比较，才能确定剩余价值率。因

此，马克思先生认为，剩余价值率只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

假定劳动的日价格是３先令，每日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３先令，则

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如果像通常那样，认为不变资本是生产剩余

价值的一个积极因素，那会落到多么可笑的地步。这一点我们从纳

·威·西尼耳先生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是这位“以经济

知识和优美文体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在１８３６年从他讲授政治经

济学的牛津大学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经济学（向纺纱厂主

学习）”的时期提供的〔第２５１页〕。

马克思先生把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叫做

０４３ 弗·恩 格 斯

① 这里应当指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决不是同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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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劳动”；他把超过这一时间而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叫做

“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构成“工作日”。

在一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但是从事剩余劳动

的时间并不为任何经济规律所规定；它在一定的界限内可能长些

或短些。它永远不能等于零，因为那时资本家雇用劳动的动因也就

消失了；同时，工作日的总长度由于生理原因决不能达到２４小时。

但是在比如说６小时的工作日和２４小时的工作日之间，会有很多

中间的梯级。商品交换的规律，要求工作日的长度不致超过与工人

的正常消耗相适合的程度。然而什么是正常消耗呢？每天劳动几

小时才符合正常的消耗呢？在这里，资本家的见解同工人的见解是

大不相同的，但是因为这方面没有更高的权威，所以问题是靠力量

来解决的。规定工作日长度的历史，就是全体资本家和全体工人，

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工作日的界限而斗争的历史。

“前面已经说过，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在社会上一

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的地方，劳动者，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

的，总要在他维持本身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再加一部分劳

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无论这些生产资料

的所有者是雅典的 αò à α ó 〔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

ｃｉｖｉｓｒｏｍａｎｕｓ〔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

亚的领主，现代的大地主或资本家。”〔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但是很明显，在产品的使用价值比产品的交换价值具有更重

要意义的一切社会中，剩余劳动受到比较狭窄的社会需求范围的

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存在着为剩余劳动而追求剩余劳动的

欲望。例如，在古典的古代，极度的、累死人的剩余劳动几乎只发生

在金矿银矿中，在那里，交换价值是在其独立的形式上即作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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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生产着。

“但是那些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等较低级的形式上从事生产

的民族，一经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种市

场使他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主要利益时，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

等野蛮的灾祸之外，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

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身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

有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输出成为这些州的切身利

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在七年内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日益

成为那个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因素了……多瑙河各公国的

徭役劳动也是这样。”〔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在这里，把徭役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

因为在徭役劳动下，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明显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６小时必要劳动和６小时剩余劳动组成。这

样，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３６小时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

自己劳动３天，又为资本家劳动３天，完全一样。但劳动时间的这

种划分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

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

分钟内为自己劳动３０秒，为资本家劳动３０秒。徭役劳动则不同。

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存所花的必要劳动同他为领主

所花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必要劳动是在自己的地里进

行的，剩余劳动是在主人的领地里进行的。这两部分劳动时间因此

是独立存在的。在徭役劳动的形式下，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是截然

分开的。”〔第２６７—２６８页〕

马克思先生还从多瑙河各公国的现代社会史中举出其他一些

有趣的例子，说明那里的领主在俄罗斯干涉者的帮助下善于像任

２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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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资本主义企业主那样巧妙地榨取剩余劳动。不过这些例子我们

不再往下引述了。如果说俄国基谢廖夫将军为了授予领主对农民

劳动的几乎无限的权力而制定的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ｑｕｅ〔组织规

程〕，是一种正面表现，那末英国的工厂法则是反面表现。

“这种法律通过国家并且是资本家和大地主所统治的国家强

制限制工作日的办法，来节制资本无限制地压榨劳动力的欲望。即

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限制工

厂劳动也是必要的，这正像用海鸟粪去加肥英国田地是必要的一

样。同是盲目的滥用，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

况下使国家的有生力量遭到根本的摧残。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

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同样都是这一点的有力说明。”〔第２７１

页〕

为了证明资本力求把工作日延长到超出一切合理限度的趋

向，马克思先生广泛地引用了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

告、公共卫生报告以及议会的其他文件，并且归纳出下面的结论：

“‘什么是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后，可以使用劳动

力的时间有多长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外，

可以把工作日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２４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

时间，劳动力根本不能重新工作。同时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都

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利用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

动时间，因而应当用于资本价值的自我增殖……资本由于它对剩

余劳动的无限的盲目的追求，由于它对剩余劳动的狼一样的贪欲，

它不仅把工作日的精神极限突破了，甚至把工作日的纯生理极限

也突破了……资本不管劳动力寿命的长短……资本主义生产使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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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本身过早地衰竭和死亡。它用缩短工人寿命的办法来在一定

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第３０５—３０７页〕

但是，这不是在反对资本本身的利益吗？随着时间的进程，资

本不是也要补偿这种过度消耗的代价吗？从理论上说可能是这样。

但是在实际上，由于美国南部各州内的有组织的奴隶贸易，在七年

内就耗尽奴隶劳动力已经成了那里公认的经济原则；在实际上，英

国的资本家是指望农业区供给工人。

“经验总地向资本家表明：有一个过剩人口，即同资本当前增

殖需要相比较而言的过剩人口，经常存在着，虽然这些人代代身体

虚弱、未老先衰、寿命短促、中道夭折。另一方面，经验向善于思索

的观察者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虽然昨天才诞生，

但是它已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毁了人民的生命力，工业人口的

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

下来；甚至农业工人也已经开始衰退了，虽然他们可以呼吸新鲜空

气，虽然他们中间自然选择规律起着无限的作用，只有最强壮的人

才能生存下来。有如此‘充分的理由’否认自己周围工人的苦难的

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根本不理会人类将会退化、将会不可避

免地终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根本不理会地球和太阳相撞的预言

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有一天会到来，但

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是在自己发了大财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

人的头上。Ａｐｒèｓｍｏｉｌｅｄèｌｕｇｅ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所

有资本家和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

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但是一般地说，这并不取

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在自由竞争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

在规律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各个资本家发生作用的。”〔第

４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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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３１２页〕

标准工作日的规定，是企业主和工人几世纪斗争的结果。考

察一下这种斗争中的两个对立的倾向，是很有意思的。起初，立

法的目的是要强制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第一批劳工法（爱

德华三世第２３年即１３４９年的法律）直到十八世纪，统治阶级始

终未能从工人身上把可能的劳动量全部榨取出来。但是随着蒸汽

和新式机器的应用，情况就改变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迅速打破

了劳动时间的一切传统的界限，以致在十九世纪一开始，过度劳

动制度就盛行起来并达到人类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结果迫使立

法机关不得不在１８０３年做出限制工作日的规定。马克思先生对直

到１８６７年工厂法为止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得

出以下结论：

（１）机器和蒸汽首先在使用它们的工业部门中引起过度劳动，

因此，法律上的限制首先在这些部门中施行；但后来，我们看到，

这种过度劳动制度蔓延到几乎一切生产部门，甚至包括根本不使

用机器或仍然保持最原始的生产方式的部门（见童工调查委员会

的报告）。

（２）随着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使用，单个的“自由”工人

失去了反抗资本进攻的能力，被迫无条件地服从。而这种情况迫

使工人进行集体的反抗：开始了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全体工人对

全体资本家的斗争。

现在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假定“自由的”和“平等的”工

人同资本家订立契约的那一时刻，我们就会发现，在生产过程中

许多东西都变得大不相同了。从工人方面来看，这种契约并不是

自愿的。他每天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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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实施一种国家法律，以

保障自己不再因“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

死亡和奴隶的境地。“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ＭａｇｎａＣｈａｒ

ｔａ〔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人权’的华丽条目。”〔第

３５５页〕

现在我们要分析剩余价值率和它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的关

系。我们在这种研究上像以前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一个一

定的不变量。

在这种假定下，剩余价值率同时又决定着一个工人在一定时

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３先令，

代表６小时劳动，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那末，３先令的可变资本每

天就产生３先令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６小时剩余劳

动。

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货币表现，因此

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可变资本乘以剩余价值率；换

句话说，它是由同时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同剥削程度之间的关系

决定的。这两个因素都是可变的，所以一个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

个因素的增加来抵消。雇用１００个工人所需要的可变资本，以

５０％的剩余价值率（比如说，每天３小时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

价值，并不比这笔可变资本的一半雇用５０个工人以１００％的剩余

价值率（比如说，每天６小时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多些。所

以，在一定情况和一定限度内，资本所支配的劳动量，可以不取决

于当时工人的数量。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余价值，有一个绝对界限。不

管劳动力的价值是多少，不管必要劳动时间是２小时还是１０小

６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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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个工人每天生产的总价值始终不会达到有２４小时劳动体现

在其中的价值。只有在这个界限以内，才可以由工作日的延长来补

偿可变资本，用这种办法取得同量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对于说明

资本的下述两种对立的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将是十分重要的。

这两种趋势是：（１）减少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可变资本量；（２）仍要

取得尽量多的剩余劳动量。

其次：“在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和劳动力所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

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

可变部分……的量成正比。这一规律显然是和以表面现象为根据

的全部经验相矛盾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

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而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

变资本较少，但前者并不因此就获得较少的利润或剩余价值。要

解决这个表面的矛盾，还需要有许多中项，就像在初等代数中需

要有许多中项才能理解０
０
可以代表一个实在的量一样。”〔第３６１

页〕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工作日的长度已定，要增加剩余价值就

只能靠增加工人人数即增加人口；这种人口的增加是一国总资本

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人数已定，这个

界限就由工作日可能延长的程度来决定。往后我们会看到，这个

规律只适用于我们在上面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在研究的现阶段上，我们看到，并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都可

以转化为资本，要实现这种转化，就需要有一个最低额，这个最

低额就是购买一个劳动力和为了使这一劳动力动作起来而必需的

劳动资料的费用。假定剩余价值率是５０％，这样，我们的初生的

资本家必须雇用两个工人，才能维持像工人一样的生活。但在这

７４３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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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有什么积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仅仅

是保存财富，而主要是增加财富。

“为了维持比一般工人只不过好一倍的生活，并且把所生产的

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得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额和工

人人数都增加为８倍。当然，他自己也可以像他的工人那样，直

接参与生产过程，这时他便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一种中

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要发展到一定水平，就需

要资本家能把他作为资本家即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而发挥职能的全

部时间，都用在占有别人的劳动上，因而也就是用在监督别人的

劳动以及出卖这种劳动的产品上。中世纪的行会曾力图用强制的

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规定每个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

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

预付的最低额远远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

这里，如同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实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

发现的规律的正确性，这个规律就是：单纯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转

化为质的区别。”〔第３６３—３６４页〕

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要变为资本家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价值

额，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同一发展阶

段上又因生产部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前面已经详细考察过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

大大改变了。首先，资本已经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工人本身的指挥

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视工人去正常地、尽力地、以应有的

强度进行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过他们

自身生活需要的狭小范围的要求而去完成更多的劳动。资本作为

８４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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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勤劳的发生器、剩余劳动的吸收器和劳动力的压榨器，它在精

力、贪婪和效率上远远超过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

产制度。

资本一开始是依靠它在历史上所遇到的技术条件来征服劳动

的。因此，它不是马上就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那

种单纯靠延长工作日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形式，好像和生产方式本

身的任何变化无关。在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旧式面包业并不比

近代棉纺业差些。

如果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那末工人不是把

生产资料看做资本，而只是看做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

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做自己的劳动对象。他鞣

制的并不是资本家的皮。但是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过

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刻就变成吸收别人劳动的手段。于

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不是工人把

生产资料当做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

工人当做它们自身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而资本的生活过程只

是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的运动。熔炉和生产建筑物如果在夜

间停工而不去吸收活劳动，这对资本家来说是一种‘纯粹的损失’。

因此熔炉和生产建筑物造成一种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贪求’（见“童

工调查委员会报告。１８６５年第四次报告”第７９—８５页）单是由于

货币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

转化为取得别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第３６５—

３６６页〕

但是剩余价值还有另一种形式。工作日的长度一旦达到极限，

资本家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增加剩余劳动，这就是用提高劳动生

９４３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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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的办法来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

的这种形式，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考察。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８年５月２２日—

７月１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在１９２６年“马克思主义

年鉴”杂志第１期上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０５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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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改变国际１８６８年度代表

大会的集会地点的决议２１６

鉴于：

（１）比利时议会刚刚把一项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三年，根据该项

法律，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被比利时行政当局驱逐出境；

（２）国际工人协会的尊严不容许在使它处于当地警察支配之

下的地方召开代表大会；

（３）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三条授权总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改

变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总委员会决定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５日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

代表大会。

１８６８年６月２日提出

载于１８６８年６月６日“蜂房报”

第３４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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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

所作的决议２１７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布对费里克斯·皮阿在克利夫兰大

厅的公众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不负任何责任；费·皮阿与本协会

没有任何关系。

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７日

提出

载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２日“自由报”

第５５号和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６日

“人民论坛报”第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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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２１８

在……①上，巴师夏的一位信徒有一个发现，说什么我用生产

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从

弗·巴师夏那儿偷来的，而且我还作了歪曲。本来，我也可以不去

理会这个ｑｕｉｐｒｏｑｕｏ〔误解〕。可是，如果说这位第一号巴师夏分

子发现我的价值定义实质上和巴师夏的定义相同，那末，几乎在同

时，又有一位第二号巴师夏分子在……②的莱比锡“中央文学报”

上宣称……③

这样一来，第一号巴师夏分子加第二号巴师夏分子，得出的结

果是：整个巴师夏分子的大军现在都应该投到我的阵营中来，并且

完全接受我对资本的全部观点。不言而喻，只是在经过激烈的内心

斗争之后，我才下决心拒绝这种兼并所能给予我的愉快。

在我的著作“资本论”（ 年版）中关于价值的定义，早在二

３５３

①

②

③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以下的引文：“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

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

差不多全部结论。”——编者注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日期——１８６８年７月４日。——编者注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刊物的名称——“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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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 年巴黎版）

中就已经有了（第４９页及以下各页）２１９。而巴师夏的关于价值的宏

论，是在几年之后才出世的。２２０因此，我不可能抄袭巴师夏，而巴师

夏看来倒是可能抄袭我的。然而，巴师夏实际上并没有对价值进行

任何分析。他只是反复咀嚼空洞的概念，借以惬意地证明“世界充

满了伟大的、美妙的、有益的服务”２２１。

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巴师夏分子全都是民族自由主义者，因

此，现在我也来给他们提供一种“伟大的、美妙的服务”，指出巴师

夏的种种绝妙发现的独特的普鲁士的来源。施马尔茨老头曾做过

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甚至还做过普鲁士的

政府枢密顾问。除此以外，他还具有善于嗅出蛊惑者２２２的特别灵敏

的嗅觉。总之，就是这个老施马尔茨于 年在柏林发表了“政治

经济学研究指南”。他的指南的法译本于１８２６年在巴黎出现，书名

叫“政治经济学”２２３。在扉页上，这本书的译者昂利·茹弗鲁瓦的大

名也冠了“普鲁士政府顾问”的头衔。下面这段引文，不仅在实质

上，而且在字句上提供了巴师夏的价值观念的精髓：

“一般地说，他人的劳动，无论什么时候都仅仅是为我们提供时间的节

约；而这时间的节约就是构成它的价值和它的价格的全部东西。譬如说，木匠

为我做桌子，仆役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去，把我的衣服刷干净或者把我所需

要的东西送给我，他们两个人对我的服务完全是同样的性质：两个人都是替

我节约了时间，就中既有我亲自去做这些事所不得不花费的时间，也有我为

了学会做好这些事所必需的技能和本领而不得不花费的时间。”（引自“施马

尔茨文集”第１卷第３０４页）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巴师夏是从哪儿弄到他的脂油

４５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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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确切点应该说，是从哪儿弄到他的施马尔茨［Ｓｃｈｍａｌｚ］

的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１日

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３６年俄文第１版第１３卷第１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５３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

① 施马尔茨（Ｓｃｈｍａｌｚ）也有“炼成的脂油”的意思。——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就不列颠政府对沙皇

俄国的态度所作的声明２２４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谴责不列颠政府对俄国的又一次奴颜

婢膝的表现，——在俄国政府颁布命令废除波兰这一名称一个月

之后，不列颠政府就取消了预算案中“流亡者”一词前面的“波兰

的”这一形容词。

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４日

提出

载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８日“蜂房报”

第３５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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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

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

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２２５

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

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

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提出

载于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６６年

日内瓦代表大会和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决议”１８６８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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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２２６

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８日于伦敦

为了结束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定于８月２２日召

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２２７会议，８月２５日召开总委

员会全体会议。因为我受委托在这两次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我无法

接受你们盛情的邀请，前去参加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

表大会。

我满意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列入了那些确实应当

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

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阶级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应该为整个社会解决这一任务）的事业中有

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祝工作顺利！

致民主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载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８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１０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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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

的决议草案２２８

鉴于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早已指

明，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今后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所不可缺少的

先决条件，因此总委员会认为，现在已经是根据该项决议做出实际

结论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分部务必根据有协会组织存在的

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着手讨论这个问题。

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５日

提出

载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９日“蜂房报”

第３５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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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第四年度报告２２９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构成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在平稳

发展的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大大增强，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

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①。协会进入了斗争阶段。

不用说，法国政府在各国政府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活动中是

一马当先。我们在去年就不得不揭露它的某些敌对手法——秘密

扣留信件、没收我们的章程、在法国边境抢走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

件②。我们在巴黎为要求归还这些文件交涉了很久，但都无结果，

最后只是由于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从官方施加压力，这些文

件才交还了我们。

可是今年，帝国完全抛弃了假面具。它公然企图借助它的警

察③和法庭来消灭国际工人协会。十二月二日王朝的诞生应当归

功于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就是１８４８年的六月

起义，因此这个王朝就不得不轮流地扮演资产阶级的救星和无产

阶级的慈父般的保护人。当国际工人协会日益增长的威力在亚眠、

０６３

①

②

③ 英文版中不是“它的警察”，而是《Ｃｏｕｐｓｄｅｐｏｌｉｃｅ》（警察袭击）。——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１５页。——编者注

英文版中不是“迫害”，而是“敌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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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贝、巴黎、日内瓦等地的罢工
２３０
中刚刚清楚地显示出来，自封的

工人保护人就只好要么把我们的协会抓在自己手里，要么就把它

消灭。最初提出的要求还不那么高。巴黎代表向日内瓦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年）宣读的并于次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宣言２３１在法国边境

被没收了。为了回答我们的巴黎委员会对采取这种暴力措施的原

因提出的质问，
·
鲁
·
艾大臣邀请了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进行私人谈话。

在随后举行的会谈中，他先是要求缓和并修改宣言中的某些地方。

等遭到拒绝以后，他就提出：

“如果你们能加进哪怕是几个感恩皇上的字眼，那就还有可能达成协议。

要知道，皇上曾经为工人阶级做了许多事情。”

皇上的亲信鲁艾的这种微妙的暗示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

从此以后，十二月二日政府就只有等待某种借口以便用暴力来除

掉协会。我们的法国会员们在普奥战争以后进行的反沙文主义鼓

动，使它更为恼怒。不久，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在英国引起的慌乱

达到了顶点，这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愿书，

揭露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即将执行的死刑是一种法律暗杀行

为①。同时，我们在伦敦举行了维护爱尔兰权利的群众大会。一向

渴望巴结英国的法国政府认为从拉芒什海峡两岸夹攻国际工人协

会的良机到了。于是警察在深夜闯进了我们巴黎委员会委员的住

宅，搜查他们的私人信件，并在英国报刊上大肆叫嚣，说什么芬尼

亚社密谋的中心终于被破获了，其主要机关之一似乎就是国际工

人协会。２３２许多叫嚣都是无中生有！在法院尽一切努力进行调查的

１６３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

① 英文版中不是“揭露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即将执行的死刑是一种法律暗杀

行为”，而是“要求减轻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的判决，并揭露对他们判处绞刑

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呼吁书全文见本卷第２４６—２４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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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连一点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犯罪构成〕的影子也没有找到。①在把

国际工人协会诬陷为密谋家的秘密团体的企图遭到了这样可耻的

失败之后，又施展了另一种诡计。巴黎委员会被当做一个超过２０

人的非法团体２３３而遭到迫害。受过帝国训练的法国法官当然不用

长时间考虑就宣布解散协会，并对委员会委员处以罚金和监禁。②

不过法院在判决书的开头部分有两个地方是谈得天真坦率的——

一方面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宣称十二

月二日帝国的存在同真诚地把真理、正义和道德作为自己指导原

则的工人团体的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些迫害很快就在省里发生了

作用，自从巴黎判决之后省长们就开始经常为一些小事进行无端

指摘。但是政府的这些无端指摘根本没有消灭国际工人协会，而只

是给了它以新的生命力③。协会终于迫使十二月二日政府公开同

工人阶级决裂，这一情况无比地加强了协会在法国的影响。

在比利时，我们的协会取得了很大胜利。沙勒罗瓦矿区的矿主

经常迫害矿工，引起他们暴动，接着又用武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群

众。在这样造成的慌乱情况下，协会的比利时分部把矿工的事情承

担起来了，通过报刊和在群众大会上揭示了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处

境，帮助伤亡者家属，并为被捕者提供法律辩护。陪审法庭终于宣

告所有被捕者无罪。２３４在沙勒罗瓦事件后，国际在比利时的胜利就

得到了保证。当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在比利时下院非难国际工

２６３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英文版中没有本段最后一句话，而是在“生命力”后面加进“迫使帝国停止对工

人阶级施展笼络人心的伎俩”。——编者注

英文版中不是“宣布解散协会，并对委员会委员处以罚金和监禁”，而是“作出

解散协会和逮捕巴黎委员会委员的判决”。——编者注

英文版中不是“连一点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的影子也没有找到”，而是“丝毫没有得

出什么结果。连检察官本人也反感地拒绝支持控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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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协会，以它的存在作为恢复外侨法的主要借口。他甚至威胁要禁

止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比利时政府毕竟应当懂得，小国在欧

洲存在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应当成为自由的避难所。

在意大利，协会自门塔纳大屠杀２３５以后被反动势力削弱了。其

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警察当局限制了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但是我们

广泛的通信表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正在日益摆脱一切旧政党的

影响而取得完全的独立。

在普鲁士，由于法律禁止普鲁士的工人团体同外国团体有任

何接触，２３６国际不能合法存在。而且，普鲁士政府还可怜地重复波

拿巴的政策，例如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无端的指摘。各个军国主

义政府尽管经常都准备着彼此厮杀一场，但在对自己的共同敌人

——工人阶级进行十字军征讨时，却总是一致的。

不过，尽管有种种法律上的障碍，在我们的日内瓦委员会的周

围却早已团结了一批规模不大的、遍布德国各地的分部。２３７

主要分布在德国北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最近在汉堡举行的

代表大会上决定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２３８虽然根据法律

它也被剥夺了正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可能。即将召开的纽伦堡

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有主要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约１００个

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把关于直接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列

入了议程。根据它的指导委员会的愿望，我们已派出一名代表前往

纽伦堡。２３９

在奥地利，工人运动日益具有明确的性质①。已经决定９月初

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目的是使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般

地联合起来。同时还发表了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邀请书，在邀请书

３６３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

① 英文版中不是“明确的性质”，而是“革命的性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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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布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你们的总委员会已经指定了一位

代表前往维也纳；２４０但是在封建反动势力打击下已经动摇的奥地

利本届自由派内阁，看来是非常有远见，它居然禁止召开工人代表

大会，从而使工人也成为他的敌人。

日内瓦建筑工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际在瑞士存在

的问题。建筑业主本来提出要工人退出国际，以此作为达成任何协

议的先决条件。但是工人坚决拒绝这种要求。他们由于在瑞士本

土以及通过国际从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得到了支援，终于争

取到了缩短工作日①和提高工资②。在这以后，早已在瑞士深深地

扎下根的国际，开始迅速而广泛地发展起来。比如，有５０个德意志

工人教育协会（可能是欧洲最老的协会）去年秋天在诺恩堡举行的

代表大会上就一致决定加入国际。２４１

在英国，政治运动
③、旧政党的瓦解和即将到来的竞选的准备

工作占用了我们许多优秀力量，因而阻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尽管

如此，我们还是同各地的工联建立了经常不断的通讯联系。这些工

联中有一部分已经宣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新加入国际的

团体中，会员人数占第一位的是西蒂区皮匠和鞋匠工联。

你们的总委员会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该

同盟在１８６７年８月举行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今年派一名

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采取必

要措施来实现这一决定。２４２

北美工人阶级的潜在威力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法律已规

４６３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英文版中不是“政治运动”，而是“政治形势的动荡”。——编者注

英文版中，在“工资”后面还有“１０％”。——编者注

英文版中，在“工作日”后面还有“１小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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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联邦政府的公营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联邦的八九个

州内已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的共同法律。但是目前美国工人阶级，例

如在纽约，正在同顽抗的资本作激烈的斗争，因为资本正利用它所

有的一切强有力的手段来亟力阻挠八小时工作日法律的实行。这

一事实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取得任何重

大的胜利，都有赖于培养和集中工人阶级力量的那个组织的成熟

程度。

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

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

进行竞争，从而彼此互相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

保证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国际工人

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人为的产

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由现

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国际工人协会深知自

己所负使命的伟大意义，它既不容许别人恫吓自己，也不容许离开

正确的道路。今后，它的命运将同人类复兴所系的那个阶级的历史

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罗伯特·肖

总 书 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１８６８年９月１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９日“泰晤士报”，１８６８

年９月“先驱”杂志第９期和“比利时人

民报”附刊：“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

大会。正式报告”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

燕妮·马克思所抄的

手稿副本译的，并根

据“泰晤士报”校对过

５６３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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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２４３

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６日于曼彻斯特

戴维逊先生通知我说，理事会在９月７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

项决定，要邀请卡尔·福格特先生来协会作讲演。

我深感遗憾的是，这项决定使我必须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

理事的职务。

这里无须去谈那些事务本身的理由，根据这些理由，如果当时

我出席会议的话，我是会投票反对这项决定的。迫使我决定这样做

的不是这些原因。

我要辞职仅仅是由于一些同协会毫无关系的原因。在１８５９年

和１８６０年，我的政治上的朋友们和我本人曾对福格特先生提出过

严厉的政治性的指责，这种指责都有真凭实据（见卡尔·马克思

“福格特先生”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２４４）。对于这种指责，福格特先生迄今

未作任何回答，尽管从那时以来，又有其他人一再对他提出这种指

责。

整个这件事情，以及当时为此而展开的论战，大概理事会的其

他理事都不知道，或许他们都忘却了。他们完全有权不去注意福格

特先生的政治面目，而把他仅仅看做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把别人在

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加以通俗化的人。但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如

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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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在上述决定作出以后仍然留在理事会里，那我就是背弃自己

的全部政治上的过去，背弃自己政治上的朋友。那我就是对这样一

个人投信任票，这个人我认为已经有证据可以证实，他在１８５９年

曾经当过波拿巴的领津贴的暗探。

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的必要性，才能够促使我辞去我的职务，而

在过去存在种种困难（现在这些困难已经顺利克服了）２４５的情况

下，我一直都认为继续担任这个职务是我的责任。

衷心感谢理事会各位理事先生曾经如此慷慨地对我表示信

任，在分手之际，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能永远保持友好的感情。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

写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６日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０年“阿姆斯特丹国际

社会历史研究院公报”杂志第２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６３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弗·恩 格 斯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２４６

“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

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

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

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

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

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

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

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鼓动；一

旦这种鼓动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是，

工人对这个问题要看得很清楚，不要犯资产阶级在“新纪元”时期

犯过的错误，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

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设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结社

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出版自

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这段话是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

和德国工人政党”①１８６５年汉堡版第５０—５１页上。当时有人企图

８６３

① 见本卷第４１—８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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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时候这是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的唯一有

组织的联合——置于俾斯麦内阁的监护之下，同时要工人相信，政

府会赐予普选权。要知道，拉萨尔曾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

举权”当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的和绝对正确的手段来加以

鼓吹；如果说当时人们对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这些本来也是

资产阶级所赞成或者至少说过赞成的如此次要的东西采取藐视态

度，那又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资产阶级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难道这

不正是工人对宣传这些东西表示冷淡的理由吗？上面所说的那本

小册子反对这样的观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认为他们不需

要什么教导，而小册子的作者感到满意的只是他的故乡巴门市的

拉萨尔分子同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断绝了关系。

而现在情况怎样呢？“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已经存

在了两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国会的选举。工人没有能够执掌政权

并按照拉萨尔的方案颁布关于“国家帮助”的命令，而是勉勉强强

地把半打左右的代表选进国会。俾斯麦当了联邦首相，而全德工人

联合会被解散了。

但是为什么普选权没有给工人带来许诺过的千年王国，——

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答复。上述小册子第

４８页上①写道：

“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末只要到法国去一趟就可以

相信，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

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没有

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

９６３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

① 见本卷第８２—８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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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举。通过直接的选举权进入法国议会的工人代表多吗？要知

道，法国无产阶级比德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集中

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

倍，也就是说，在德国有２ ３的人靠农业为生，
１
３靠工业为生。还由

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句话

也就是说，有１ ３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
·
有

·
的
·
工
·
人
·
听
·
命
·
于
·
封
·
建
·
老

·
爷。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说一句气愤话

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着数

量多一倍的工人…… 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领

地上的宗法式的经营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Ｈａｕｓｌｅｒ］祖祖辈辈

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

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神甫、农村一贯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

教育、人们同整个世界的隔绝，则在这方面起了补充作用。农业无

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

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换句话

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手中的一个

无意识的工具。而这是哪个阶级呢？在德国这
·
不
·
是
·
资
·
产
·
阶
·
级，
·
而
·
是

·
封
·
建
·
贵
·
族
·
阶
·
级。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

由农民，封建贵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权，——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

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封建贵族仍

然是实际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

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

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

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

０７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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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

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

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坦率而必要的解释会鼓励封建主发表有利于直接的

普选权的言论。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些。”

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不仅是在普选权普遍实行的时候，而

且正是因为普选权的普遍实行。恩格斯早就预告过联合会：一旦它

变成危险的东西，它就会遭到破坏。联合会在其最后一次大会２４７

上通过决议：（１）赞成争取
·
彻
·
底
·
的
·
政
·
治
·
自
·
由；（２）同国际工人协会采

取一致行动。这两项决议都含有同联合会的全部过去彻底决裂的

因素。这样一来，联合会就离开它以前所坚持的宗派立场，走上了

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广阔道路。但是在上层当中也许有人认为这是

什么和协议相矛盾的。在其他时候这一点也许不会受到这样大的

重视，但是自从有了普选权，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不得不警惕地防

备农村的和小城市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类叛乱图谋的影响！普选权

是钉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联合会正是由于同目光短浅的拉萨尔主义决裂而灭亡，这是

联合会的光荣。因此，代替它的不论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都会建立

在比那些经常重复的拉萨尔主义关于国家帮助的空话更加普遍的

原则性基础上。自从被解散了的联合会的成员开始用思考来代替

信从，在通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汇合成一个大党的道路上

的最后障碍就消失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８年９月底

载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３日“民主周报”

第４０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１７３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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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２４８

（补 充）

在用上面这一标题发表的文章中（见前一号报纸）曾引用了恩

格斯的小册子里面关于普选权的一段话①，在这段引文的末尾，应

当补充上这样的注解：

联合会从拉萨尔那里继承来的那个“人类的主席”伯恩哈特·

贝克尔，曾经对“马克思派”，也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

西进行最卑鄙的侮辱。② 现在同一个贝克尔在其卑劣的抨击性文

章“揭露斐迪南·拉萨尔的悲惨逝世的内幕”中（这篇文章暴露了

他本人的卑贱人格，而且只是由于其中发表了一些盗窃来的文献

才使人感到兴趣）又这样来“修正”恩格斯了：

“但是为什么不进行争取结社、集会和出版的绝对自由的鼓动呢？为什么

工人不设法抛掉反动时期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呢？（第１３３页）…… 只有通

过进一步发展民主主义基础才能使拉萨尔主义复活，并使它变成纯粹的社会

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其他办法以外，必须不再吝惜容克地主或富足地

２７３

①

② 现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费尔斯特林格—门德式的滑

稽模拟品２４９的“母亲”——在继续从事这种高尚的事业。

见前一篇文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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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利益，必须补充和推广社会主义理论，把它运用于在普鲁士人数远远超

过城市人口的广大农村工人。”（第１３４页）

读者可以看出，上述小册子的作者（弗·恩格斯）可以对他所

给予自己的敌人的影响感到满意。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初

载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民主周报”

第４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３７３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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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

组织的关系２５０

英国的报刊、尤其是伦敦的报刊以异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谈论

国际工人协会和它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单是“泰晤士报”就为此

刊登了４篇社论），这种态度在德国资产阶级报刊中引起了真正的

疯狂叫嚣。德国报刊教训英国报刊，说后者的错误在于相信国际工

人协会在英国的作用！它们发现英国工联同国际工人协会完全无

关！尽管英国工联曾经通过这个国际工人协会以大量金钱对于进

行反对资本斗争的巴黎工人、日内瓦工人和比利时工人进行了援

助。２５１

有人从伦敦给我们写信说：“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是出于某个

麦·希尔施① 的论断，他是舒尔采 德里奇专门派到英国去的，目

的是要掀起这场叫嚣。要知道这是麦·希尔施说的，而麦·希尔施

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可尊敬的希尔施［ＥｈｒｅｎＨｉｒｓｃｈ］在伦敦的工

联主义者（各工联、工会的成员）看来却是形迹可疑的人，因为他没

有国际工人协会开的任何介绍信！人们干脆把他愚弄了一番。因

４７３

① 指麦克斯·希尔施博士，敦克尔的“人民报”２５２的“著名”经济学家。在他未到

他不知道的英国地区去考察以前，伦敦对这位现代的社会救主的存在似乎毫

无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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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希尔施做了傻事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人们认真地对待他的话，那

是用不着抱有什么特殊的坦率愿望就可以告诉他全伦敦都知道的

事，这就是说在伦敦的工联全国理事会２５３由６人或７人组成，其中

３人同时又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这３人是奥哲尔（全

国理事会书记兼鞋匠代表）、罗·阿普耳加思（联合起来的木工和

细木工的代表）、豪威尔（泥水匠代表兼改革同盟２５４书记）。其次，他

会知道，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还有 位委员代表其余的加

入协会的工联（不算外地的工联，单在伦敦一个地方就大约有５０

个），这５位委员是罗·肖、巴克莱、柯恩、黑尔斯和莫里斯，此外，

每个工联有权而且是照例在特殊情况下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再

次，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代表英国人的还有：

各合作团体，它们派了３个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威廉·韦斯顿①和威廉斯；

改革同盟，——德尔、考威尔·斯特普尼和鲁克拉夫特；３人

都是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全国改革联合会２５５，它是已故的鼓动家布朗特尔·奥勃莱恩

创建的，由自己的主席阿·阿·华尔顿和米尔纳代表；

最后，无神论的民间鼓动，由著名的演说家哈里埃特·罗女士

和柯普兰先生代表。

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

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

最后，乔治·波特尔主持的英国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同时

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它每周都报道总委员

５７３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职的关系

① 看来是指约翰·韦斯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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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的情况。

可尊敬的希尔施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资产阶级报刊的

吹呼，又给‘威塞尔报’的伦敦记者和以 为代号发表文章的‘奥格

斯堡女人’２５６的伦敦记者提供了所希求的食料。这个人——因为两

家报纸都是一个人在搞鬼——由于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的原因，

住在离伦敦要坐好几个钟头车才能到的偏僻角落。在那里，他从

‘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星期六评论’２５７中摘出一些叫人害臊的

东西，再照自己读者的口味加点美学味精。有时，譬如说这一次吧，

这个人也一再重复德国报纸上的谣言，把它们假造一个日期登在

‘威塞尔报’和‘奥格斯堡女人’上。前面提到的‘威塞尔报’和‘奥格

斯堡女人’的记者不是别人，正是臭名远扬的文化流氓无产者埃拉

尔特·比斯康普。这个倒霉的人早就被赶出了一切像样的团体的

门外，经常用酒来治疗那由于普鲁士吞并了他的祖国库尔黑森和

他的朋友埃德加尔·鲍威尔２５８而带给他的心灵上的创伤。”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４日

载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１７日“民主周报”

第４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民主周报”

６７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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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１８６６年格莱斯顿先生给

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

六百万英镑的公债２５９

１８６６年５月１１日格莱斯顿先生的信在下述条件下使１８４４

年银行法令暂停生效：

（１）最低贴现率应当提高到１０％。

（２）如果英格兰银行超过银行券发行的法定限额，则这次超额

发行的利润应当由该银行转归政府。２６０

于是英格兰银行将最低贴现率提高到１０％（这就是说，对于

普通工商业者来说，最低贴现率被提高到１５％和２０％），并且不违

反１８４４年法令有关发行银行券的规定的字面意义。每天晚上，从

同英格兰银行有联系的各个营业所和西蒂区的其他主顾那里把银

行券收集到一起，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又把这些银行券放出去。然

而，却违反了法令的精神，因为遵照政府的那封信就是让银行的准

备金降到零，而按１８４４年法令的原意，这笔准备金是银行掌握的、

用来保证其银行部负债的唯一资产。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信是通过保持、甚至人为地加强了皮尔

法令的最糟糕的结果而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的。无论对１８５７年乔

·康·路易斯先生的信，还是对１８４７年约翰·罗素勋爵的信２６１，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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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加以类似的责难。

银行保持１０％的最低贴现率达三个多月之久。在欧洲，这样

的贴现率被看做危险的征兆。

接着，在格莱斯顿先生这一着造成了对英国支付能力不信任

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之后，克拉伦登勋爵，这位巴黎会议上的英

雄２６２，又出场了，并且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封给英国驻大陆各

国使馆的解释信。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大陆说，英格兰银行没有破产

（尽管实际上按照１８４４年法令来说，情况正是这样），但是英国的

工商业却在相当程度上破产了。他的信的直接影响不是英国居民

向银行“挤兑”，而是欧洲各国的（索还债款的）索单向英国“挤兑”

（当时华金先生在下院正是用了这一说法）。在英国贸易史上这完

全是闻所未闻的事。当官定最低贴现率在伦敦是 ％，而在巴黎

是 ％到 ％的时候，黄金却由伦敦流向法国。这证明黄金外流

不是通常的商业交易。它仅仅是克拉伦登勋爵的信的结果。

当１０％的最低贴现率这样持续了三个多月之后，接踵而来的

是必然的反作用。最低贴现率由１０％跳跃式地猛跌到２％，并且这

个２％直到最近还仍然是银行的官定贴现率。然而所有的英国有

价证券、铁路股票、银行股票、采矿工业股票和各种国内投资已经

跌得一钱不值，人人都争着把它们脱手。甚至统一公债也失掉了信

誉（在恐慌期间，有一回银行曾拒绝支付统一公债抵押贷款）。随后

就响起了货币外流的钟声。外国政府的公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在

伦敦市场上销售一空。最先到来的是 万英镑的俄国公债。这

笔俄国公债几个月前还十分可怜地僵在巴黎交易所，而今在伦敦

交易所却大走红运。就在上星期，俄国又发行了４００万英镑的新公

债。俄国在１８６６年也曾经和现在（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９日）一样，在财

８７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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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困难的重压下几乎一命呜呼，这种财政困难由于它所经历的土

地改革而带有十分危险的性质。

但是，皮尔法令向俄国开放英国金融市场，还只是对它的最起

码的效劳。这个法令使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完全仰仗于俄

国佬的政府的恩惠，而俄国佬的政府却是所有的欧洲政府中支付

能力最差的债务人。

我们假定，俄国政府在１８６６年５月初以德国的或希腊的某个

私人商号的名义把１００万到１５０万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

部。这样，纵令发行部拥有１３００万英镑以上的黄金，如果俄国政府

突如其来地提取这笔款子，也能迫使银行部立即停止支付。因此，

从圣彼得堡拍来的一封电报就可能引起英格兰银行的破产。

假使皮尔法令不废除的话，俄国在１８６６年未能做到的事，也

许它在１８７６年就能够做出来。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９日

载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日“外交评论”

杂志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外交评论”杂志

９７３格莱斯顿先生的信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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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的声明２６３

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致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秘书卡·施佩耶尔先生

尊敬的朋友：

我得到通知说，协会决定致函德国工人，这样做的动机，据说

是“在９月２６日的柏林代表大会２６４以后，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的

德国工人已普遍联合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声明退出工人协会。

显然，发出这样的信件的目的，就是表明，或者说是等于表明，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公开站在施韦泽和他的组织一边，而反

对遍及南德意志大部地区以及北德意志一些地区的纽伦堡代表大

会的组织。在德国，大家都知道我是协会的会员——而我确实是它

最早的会员之一——，因此，不管我怎样反对，采取这一步骤的责

任还是会落在我的身上。

当然，你们一定也会同意：我决不能承担这种责任。

第一，当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为代表的纽伦堡组织和以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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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泽为代表的柏林组织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向我

作过书面申诉。我当时回答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德国

书记，我应当采取中立态度。我对他们双方都劝告说，如果他们不

能够也不愿意溶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就寻求某种途径和方式，以

便和睦地并肩为共同的目标工作。

第二，我在给冯·施韦泽先生的回信中，详尽地向他说明了，

为什么我无论是对召集柏林代表大会的方式，或对代表大会所通

过的章程，都不能表示赞同。２６５

第三，纽伦堡代表大会直接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汉堡

代表大会（柏林代表大会是它的继续）借口普鲁士法律所造成的障

碍，只是间接加入，即对我们的活动表示同情。而不久以前成立的

属于纽伦堡组织的柏林民主工人联合会２６６，却不顾这些障碍，公开

和正式地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我重说一遍，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决定使我除了声明退出协

会以外，再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请劳神将此信内容告知协会。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写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２３日

第一次载于“约·菲·贝克尔、

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

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

书信选集”１９０６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１８３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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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２６７

约一个月以前，一些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

主义民主同盟”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中央发起委员会，这个团体宣

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根据伟大的平等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

问题”，云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它１２月１５日的会议

上才得知由该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纲领和章程。根据这两个文件，上

述的“国际同盟完全溶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

于该协会之外。

根据发起委员会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

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之外，在日

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协

会的地方组织之外，还将存在国际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

活动于国际协会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

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这样，同盟中央委员会就授

予自己接纳加入国际协会的权利。此外，国际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

会也将有一个孪生兄弟——国际同盟的全同盟代表大会，因为根

据发起委员会的条例，

“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社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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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鉴于：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

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的做

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

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

谋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

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见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规定同国际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

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见组织条例２６８第十二条）；

国际协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进行修

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见组织条例第十三

条）；①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

（１）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

３８３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① 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决议草案时，根据杜邦的建议对

决议的引言部分作了如下补充（这些补充显然也是由马克思最后定稿的）：

“这个问题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盟的决议

中已预先得到解决２６９；

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中声明，和平同盟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

久以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则完全相同；

日内瓦发起小组的某些成员作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赞成这

项决议。”——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２）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

人协会；

（３）本决议在有国际工人协会组织存在的所有国家里公布。①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１８７２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各种副本和小册子“所谓国

际内部的分裂”校对过

４８３ 卡·马 克 思

① 第３点没有被载入决议的最后定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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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

协会的报告２７０

随便拿一份这里的工资条例，例如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工资

条例，它都可以向我们表明厄尔士山区煤矿工人的一般状况。成年

矿工的每周工资，从２塔勒到３塔勒１２银格罗申６分尼；少年矿

工则从１塔勒１０银格罗申到１塔勒２０银格罗申。矿工平均每周

工资约为２塔勒２０银格罗申。遇有必要，工人必须从事计件劳动。

而在制定工资条例时已注意到使计件工资不能显著地超过通常的

日工资。每一个工人要放弃契约所规定的工作，必须在前一个月，

并且要在每月１日预先报告。因此，他如果拒绝按照规定的条件从

事计件劳动，他仍要被迫继续工作至少４星期至８星期。在这种情

形下，空谈什么根据双方协议调整计件工资，空谈什么工人与资本

家之间的自由契约，那实在令人可笑！

工资分两次支付：每月２２日预支一部分；下月８日支付上月

工资的余额。这样，资本家就把应该付给自己工人的工资平均拖欠

了整整三个星期——这是雇主得到的一笔强迫借款，由于借钱可

以不付利息，这对雇主就更加惬意。

工人换班通常是每１２小时一次。上面所说的周工资是按六个

十二小时工作日计算的。在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中，包括两小时（两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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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半小时和１个整小时）的吃饭时间，或者叫做休息时间。遇有紧

急工作，每８小时换班一次（就是说，每个工人在４８小时内上班３

次），中间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有时甚至每６小时换班一次。在

后一场合，“没有规定任何休息时间”。

上面所说的，已经显示出这些矿工状况的一幅阴暗图景。但是

要清楚地了解他们所处的真正农奴般的地位，还需要仔细考察一

下矿工协会的章程。我们拿下列几家煤矿所实行的章程作例子：

著名的实力雄厚的申堡公爵的煤矿； 下维尔施尼茨公司的煤

矿； 下维尔施尼茨—基尔希堡公司的煤矿； 鲁高联合公司

的煤矿。

矿工协会的收入包括下列两项：（１）工人缴纳的入会费和会

费、罚金和无人领取的工资等等；（２）资本家缴纳的款项。工人缴纳

的为其工资的３％或４％，雇主缴纳的，各矿不同：在 矿，每月为

每一个缴纳会费的矿工缴７银格罗申６分尼；在 矿，每卖煤１塞

费尔①，缴１分尼；在 矿，在矿工协会储金会成立时缴５００塔勒

作为第一次缴款，以后缴款与工人一样；在 矿，与 矿相同，不过

每一家参加联合公司的公司需缴１００塔勒的创办费。

难道这里资本和劳动之间极其友爱和谐的景象不使我们大吃

一惊吗？谁还敢胡说什么劳资利益对立呢？然而，正如德国伟大思

想家汉泽曼所说的：

“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２７１

因而，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工人究竟是用怎样的代价来换得

这些“高贵矿主”的宽宏大量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６８３ 弗·恩 格 斯

① １塞费尔＝１
８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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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先生们只有在一种场合（ 矿）缴款与工人相同，而在

其余各种场合都比工人少得多。可是他们却由此要求对协会的储

金享有下列所有权：

在 矿，协会储金的所有权不属于矿工协会会员，因此，他们

除了按照章程规定可以在一定场合下领取补助外，不得对储金会

有更多要求，尤其不能要求解散储金会和分配其现款，即使在某一

企业停工时亦不许可。

“如果申堡公爵在埃耳斯尼茨的煤矿全部停工”，在清偿了现有的债务以

后，“余款的支配权归公爵——矿主。”

在 矿，“如果下维尔施尼茨煤矿公司停办，矿工协会的储金会应同时宣

告结束…… 所余现金的支配权归经理部。”

矿工协会会员对协会的储金没有任何所有权。

在 矿，与 矿相同。

在 矿，“协会的储金被认为是现有的和将来继续加入的全体会员的一

种不可让渡的财产…… 只有在参加联合公司的所有煤矿完全停办，因而矿

工协会亦将随之解散的意外情况下”——在这种意外情况下，也许可以期望

工人们将能分到一些剩余的现金了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停办的联合公司的经理们将向王国地方行政官署提出自己的建议。只

有后者可以决定这些款项的命运。”

换句话说，工人向协会储金会缴纳了大部分储金，而资本家则

把这种储金的所有权攫为己有。看来，似乎是资本家赠送礼品给他

们的工人。实际上是工人被迫将礼品奉送给他们的资本家。跟所

有权一起，对储金的管理权自然也落到资本家手中了。

储金会理事会的主席是煤矿经理。他是储金会的主管人，他有

权处理一切疑难问题，规定罚金数目等等。在他下面，有一个矿工

７８３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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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秘书，这个秘书同时兼任出纳员。这个人或者是由资本家任

命，或者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如是选举产生便需由资本家批准。再

下面是理事会的普通理事。这些理事通常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但

在 矿，资本家可指定三个这样的理事。“理事会”究竟是做什么

的，这可以从章程的条文看出来：“它每年至少要开会一次”。实际

上是主席支配一切，理事们只不过是给他当助手。

这位主席先生，也就是煤矿经理，在所有其他方面也是一位强

有力的主人。他可以缩短工人的试用期限，发给特别补助金，甚至

可以开除他认为不顺眼的工人（在 矿），而且他随时可以向资本

家先生申诉，后者对矿工协会一切事务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后的决

定。所以，申堡公爵和股份公司的经理们，可以修改矿工协会的章

程，增加工人的会费，减少病人津贴和抚恤金的数额，设立各种新

的障碍和手续来阻挠向储金会申请补助——简单地说，他们可以

随心所欲地处置工人的金钱，只是有一个保留条件，那就是要得到

政府当局的批准，而这个政府当局，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表示过

哪怕是去了解工人的处境和需要的意愿。在 矿，经理们甚至有权

将任何一个被他们向法院告发、而法院宣判无罪的工人驱逐出矿

工协会！

矿工们到底为了些什么福利，竟然让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盲

目地听凭他人蛮横地支配呢？我们看一看吧！

（１）工人在患病时可以得到医疗，每周还可领到补助金：在

矿为其工资的１ ３；在 矿为其工资的
１
２；在 矿和 矿亦为工资

的１ ２，如果疾病是由工作中的不幸事故引起的，则相应为工资

的２ ３和
３
４。（２）残废者可以得到抚恤金，数目多少依工龄而定，也

就是说，按照他们向协会储金会缴纳会费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从最

８８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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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得工资的
１
２０到

１
２。（３）在会员死亡时，死者的妻子可以得到

丈夫应得的抚恤金的１ ５到
１
３作为补助金，他的幼儿幼女每周可

以得到少许周济。（４）家属死亡时可以得到丧葬补助金。

制定了这些章程的圣明的公爵和开明的资本家们，以及那个

批准章程的慈父般的政府，应当答复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矿工每周

平均得到２２ ３塔勒的全部工资，尚不免过半饥半饱的生活，那末，

他们依靠相当于这一工资的１ ２０的抚恤金，譬如说，每周４银格罗

申，又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章程对于资本的利益照顾得无微不至，这在处理矿井的不幸

事故上表现得十分明显。除开 矿与 矿，在其他各矿，即使疾病

或死亡是由于“执行任务”时发生不幸事故引起的，也不发给任何

特别的补助金。如果由于矿井中发生不幸事故而成为残废，无论哪

一个章程也都没有规定要增加抚恤金。原因很简单。这一项会大

大增加储金会的支出，并且会很快让那些最近视的人也能看得出

资本家先生的礼品的实质。

萨克森资本家钦定的章程跟路易·波拿巴钦定的宪法不同之

点在于，后者还有待于最后加冕，而前者已经十分完备，所有章程

都有这样一项共同的条文：

“每一个离职的工人不论是自愿离职还是被迫离职，那他同时也就脱离

了矿工协会，并且失去了他对协会储金会以及他向储金会交纳的现金的一切

权利。”

因此，一个人，即使他在某一煤矿工作了三十年，并向协会储

金会按期缴纳了会费，只要资本家任意把他解雇，那他就失去了用

如此昂贵的代价所换得的领取抚恤金的一切权利！这一条文将雇

佣工人变成了农奴，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使他备受虐待。如果他

９８３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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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受人家拳打脚踢，如果他反对把他的工资降低到饥饿的水

平，如果他拒绝缴纳任意决定的罚款，如果他敢于要求公家检验尺

码和磅秤，那他都会照例得到同样的回答：滚你的蛋吧，不过你向

储金会缴纳的会费和所享有的权利可不会跟你走！

对于处于如此卑贱的地位的人，如果还期待他们表现出堂堂

大丈夫的独立气概和自尊心，那似乎是一件怪事。可是，这些矿工

却光荣地站在德意志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行列里。因此，他们的雇

主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尽管目前的矿工协会这个组织是他们的

巨大支柱。矿工协会章程当中一个最新的，也是最卑鄙的章程

（１８６２年 矿制定的章程），对于罢工和结社规定了如下骇人听闻

的附带条件：

“每一个矿工协会的会员，对于依据工资条例给他规定的工资，应当永远

满意，任何时候都不得参加集体行动，要求提高工资，更不用说煽动自己的同

伴这样做。”

为什么下维尔施尼茨—基尔希堡煤矿股份公司的莱喀古士立

法者们Ｂ 克吕格尔、ＦＷ 施瓦姆克鲁格和ＦＷ 李希特尔诸先

生不索性规定，从现在起，每一个煤炭购买者“应当永远满意于”他

们钦定的煤炭价格呢？这的确是冯·罗霍夫先生的“有限的臣民智

慧”所难以理解的了。２７２

由于在矿工中间进行鼓动的结果，不久以前公布了一个旨在

把所有萨克森煤矿矿工协会联合起来的临时章程草案（１８６９年茨

威考版）。它是在ＪＧ 丁特尔先生主持下的一个工人委员会拟定

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１）把所有协会联合成一个总联合会；

（２）会员只要在德国居住并缴纳会费，就保有自己的权利；（３）全体

成年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它选举执行委员会，等等；（４）雇主

０９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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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协会储金会缴纳的款项应为工人缴纳的半数。

这个草案并不代表最觉悟的萨克森矿工的观点。它倒不如说

是想在资本家的许可下进行改良的那一部分人的主张。草案还含

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的确，以为一向对矿工协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资

本家会把自己的权力让给民主的工人全体大会，而同时还要缴纳

款项，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呵！

最糟糕的正是在于资本家一般都缴纳款项。只要这种情形继

续下去，就无法从他们那里夺回对储金会和矿工协会的支配权。矿

工协会要成为真正的工人团体，它就应当依靠纯粹是由工人缴纳

的会费。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成为保护各个工人不受各个雇主的任

意摆布的工会。资本家缴纳的款项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大

可怀疑的好处，工人却因而被资本家抛入农奴般的境地，这是不是

合算呢？萨克森矿工要永远记住：资本家向协会储金会缴纳多少

钱，他们就会在工资上省下同样多的以至更多的钱。这样一种联合

会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那就是，它们能够使供求规律完全为了资

本家的利益而停止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它们能够使资本家对单个

的工人具有异乎寻常的权力，从而就能把工资降低到通常的平均

水平以下。

但是，工人是不是要把现有的储金——当然是在既得权利得

到满足之后——奉送给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法律手续才

能解决。虽然这些章程得到了王国官厅的批准，但是章程中的一些

条文却严重违反了民事契约法的一般通用的原则。然而，在任何情

况下，把工人的金钱与资本家的金钱分开，却是矿工协会进行任何

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萨克森煤矿矿主向协会储金会缴纳款项，这说明他们无意之

１９３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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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承认：资本对于雇佣工人在工作时遭到造成残废或死亡的一切

不幸事故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工人们不应当像现在所发生的情

形那样，让这种责任成为扩大资本的专横权力的一种借口，而应当

争取把这种责任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下来。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９年２月１７日

和２１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９年３月２０日“民主周报”

第１２号附刊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德文“民主周报”

２９３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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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２７３

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于伦敦

公民们！

根据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国际工人协会接受

“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

切工人团体”。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

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

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

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

接的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纲领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

务。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

即工人阶级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

在你们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们纲领的

第二条写道：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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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２７４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

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

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阶级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末这个

地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误，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

从你们的纲领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误解的词句的。

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

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

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

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

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

第一次载于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

的分裂”１８７２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４９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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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比 利 时 的 屠 杀２７５

致欧洲和美国工人

在英国，难得有一个星期没有罢工，而且是规模很大的罢工。

如果政府在这种场合唆使它的士兵去屠杀工人阶级，这个罢工之

国就会变成屠杀之国；但是不会很长久。因为这个政府在经过几次

这样的采用暴力之后，就不会再继续存在了。在美国，最近几年罢

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罢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伴随着骚

乱。但是并没有流血。在欧洲大陆的几个武力强盛的国家里，罢工

的纪元可以说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开始的。可是在这里也没有流

血。在文明世界里只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次罢工都马上被人迫

不及待地变成公开屠杀工人阶级的借口。这一片乐土就是比利时

——这个大陆上的典范的立宪国家，这个与世严密隔绝的地主、资

本家和神甫的舒适小天堂。比利时政府每年都要制造屠杀工人的

惨案，其准确性并不比地球每年都要环绕太阳公转一次的准确性

逊色。今年的屠杀不同于去年２７６的地方只在于：受害者的人数更加

骇人听闻，在其他方面令人发笑的军队的残忍更加令人发指，教权

派和资本家的报刊更加拍手叫好，官方屠夫们提出的借口更加荒

谬无耻。

现在，连资本家的报刊无意中透露的证据也证明了：塞兰考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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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尔铁工厂的搅铁工人所举行的完全合法的罢工之所以转为骚

动，只是因为大队的骑兵和宪兵突然被派到出事地点，激怒了人

民。从４月９日到１２日，这批勇气十足的军人不仅勇猛地用马刀

和刺刀攻击手无寸铁的工人，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打伤和平

的行人，强行闯入私人住宅，甚至一再对旅客构筑了防栅的塞兰

车站大楼发起疯狂的突袭，以此来互相取乐。当这些恐怖的日子

过去以后，传开一种流言，说塞兰市长康普先生是考克利尔股份

公司的代理人，说比利时内务大臣、一个叫做皮尔美先生的，同

时又是邻近一家矿场的大股东，而那个矿场也发生了罢工，还说

弗兰德亲王殿下在考克利尔的企业里投资了１５０万法郎。２７７由此

人们就做出了一个欠考虑的、十分奇怪的结论，仿佛塞兰屠杀是

股份公司的某种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而考克利尔公司和比利时

内务大臣秘密安排的这一政变仅仅是为了吓唬一下它的心怀不满

的臣民。但是，这种谣传很快就被接着在博里纳日煤矿区发生的

事件轻而易举地驳倒了，比利时的内务大臣，即上面提到的皮尔

美先生，看来并不是这里的一个大资本家。当这一矿区所有的矿

工几几乎都卷入了罢工的时候，那里集中了人数很多的军队，他

们在弗腊默里以火枪射击开始了军事行动，结果９名矿工被打死，

２０名矿工受重伤；在这段短短的开场白之后就宣布了骚乱治罪

法，——法文十分独特地叫做《ｌｅｓ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ｒéａｌａｂｌｅｓ》２７８——

然后又开始了屠杀。

有一些政治家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动机来解释这些不可思议

的功勋。他们说，正当同自己的邻邦法国就若干微妙的问题进行谈

判２７９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应当显示它的军队的英雄气概。于是完全

按照科学的规则配置了武装力量：起初是在塞兰显示比利时骑兵

６９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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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后来又在弗腊默里显示比利时步兵

的不可摧毁的威力。为了使外国人害怕起见，还能找到比这种无需

耽心吃败仗的轻而易举的战斗更可靠的办法吗？还能找到比本国

的战场更妥当的地方吗？在那里，成百个被打死、打伤和被捕的工

人使那些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无敌军人得到了多么辉煌的荣誉

呵！

另一些政治家正相反，他们怀疑，比利时的内阁大臣全被土伊

勒里宫收买了，说他们周期地演出这种可怕的内战丑剧为的是使

路易·波拿巴得到一个借口，好使他成为比利时的社会救主，正如

他是法国的社会救主一样。但是，难道有谁在什么时候谴责过在牙

买加岛屠杀黑人的前任总督埃尔，说他图谋使这个岛脱离英国而

把它转到美国手里去吗？２８０无可争辩，比利时的内阁大臣们是同埃

尔一样的杰出的爱国者。正如埃尔是西印度种植场主的恬不知耻

的工具一样，他们是比利时资本家的恬不知耻的工具。

比利时的资本家由于对他所谓的劳动自由（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ｄｕｔｒａ

ｖａｉｌ）的偏爱而名扬全球。他是那样热爱赋予他的工人（不论其性

别和年龄）的为他工作一辈子的自由，因而总是忿懑地把一切工厂

法都当作破坏这种自由的东西给顶了回去。当他想到一个普通工

人是如此缺乏道德，竟然要追求比使自己主人、天然的支配者发财

致富的天职更崇高的天职时，他是不寒而栗的。他不仅要他的工人

仍然是一个为了微不足道的工资而过度工作的可怜的奴隶，他也

同所有的奴隶主一样，要进一步把他的工人变成阿谀奉承、奴颜婢

膝、服服贴贴、老老实实、恭恭敬敬俯首听命的奴隶。他对罢工的疯

狂仇恨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他看来，罢工是渎神的行为，是奴隶的

暴动，是社会浩劫的预兆。如果像在比利时那样，把政权交给那些

７９３比利时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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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胆小如鼠而凶残狠毒的人们去掌握，完全听任他们独断独行

而毫不加以监督，那你们就不要奇怪：在这样的国家里，马刀、刺刀

和火枪都会用来作为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的合法的、正常的工具。

说实在的，比利时的军队还能为什么别的目的服务呢？当按照正统

欧洲的命令宣布比利时为中立国２８１的时候，不言而喻，应该禁止它

拥有像军队那样造成沉重负担的奢侈品，也许为了补充宫廷警卫

和为国王举行娱乐式的阅兵典礼，可以保留少数的士兵。但是，领

土只有５３６平方里约①的比利时却拥有一支比联合王国或合众国

的军队人数更多的军队。于是这支中立化的军队的战绩就注定要

以它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强盗式的袭击的次数来衡量了。

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不是受欢迎的客人，这是容易理解的。

它受神甫们咒骂，被可敬的报刊恣意诽谤，很快就同政府展开了斗

争。政府想尽办法要赶走协会，把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沙勒罗瓦煤矿工

人罢工的责任加到协会的头上，而这次罢工按照比利时的一成不

变的惯例，又是以公开的屠杀告终，接着就是对受害者进行法律上

的迫害。这个阴谋不仅没有得逞，而且由于协会采取了一些积极步

骤，使得沙勒罗瓦的矿工被宣告无罪，被宣告有罪的倒是政府本

身。被这次失败惹得老羞成怒的比利时内阁大臣们，在下院讲坛上

暴跳如雷地非难国际工人协会以解其心中之恨，他们神气十足地

宣称，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协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尽管他们

这样恫吓，代表大会还是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可是现在，国际最后

还是注定要败于这个有５３６平方里约的万能的比利时。它在最近

发生的事件中的同谋罪行被认为证据确凿。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央

８９３ 卡·马 克 思

① 一里约等于四公里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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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特使和某些地方委员会的委员被揭发参与多起严重犯罪

事件。首先，他们极力使激动的罢工工人冷静下来，并警告他们不

要中了政府的圈套。在若干地区，他们确实防止了流血。最后的

（当然不是按重要性来说）一次流血，这些图谋不轨的特使竟到出

事地点进行调查，通过目击者的供述核实了、仔细记录了，并且公

开揭露了秩序的维护者们的血腥暴行。于是，靠监禁这个简单的办

法，他们马上由原告被变成了被告。接着，布鲁塞尔委员会委员们

的住宅遭到粗暴的袭击，他们的文件全部被没收，有些委员被逮

捕，罪名是：他们属于“目的在于侵犯私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协会。

换句话说，他们被控属于某个名叫国际工人协会的萨格２８２帮会。为

教权派报刊的荒谬谰言和资本家报刊的疯狂号叫所纵恿，这个厚

颜无耻的侏儒政府刚从血海中沐浴出来，就又不顾一切地钻进嘲

笑的泥潭中了。

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已经声明打算对塞兰屠杀和博

里纳日屠杀进行彻底的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我们也打

算把这些揭发传播到全世界，好让大家睁开眼睛看看比利时资本

家的骄傲自大，他们惯用的格言是：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ｐｏｕｒｆａｉｒｅｌｅｔｏｕｒ

ｄｕｍｏｎｄｅ，ｎ’ａｐａｓｂｅｓｏｉｎｄｅｐａｓｓｅｒｐａｒｉｃｉ（ｌａＢｅｌｇｉｑｕｅ）——如果

自由想走遍全世界，它用不着经过比利时２８３。

也许比利时政府以为，假如它现在卖力地扮演资本反对劳动

的宪兵这一角色，它就能再次逃脱迫在眉睫的危险，正如它曾由于

充当欧洲大陆一切反动政府的警探而使自己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之后获得一个喘息时期一样。但是，这一次却大错特错了。比利

时政府不但不能把灾难推迟，反而只能加速它的到来。它既然已经

把比利时的名字变成一个普通名词和全世界人民群众的笑柄，那

９９３比利时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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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会消除掉那仍然阻碍着暴君们从欧洲地图上抹去这个国家的

名称的最后一道障碍。

因此，为了减轻比利时受难者的妻儿的痛苦，为了补偿在法庭

上为被捕工人进行辩护以及布鲁塞尔委员会着手进行的调查方面

的开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工人发起募捐。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罗·阿普耳加思；美国书记 罗·

肖；比利时书记 贝尔纳；法国书记 欧仁·杜邦；

德国书记 卡尔·马克思；意大利书记 茹尔·若

昂纳尔；波兰书记 安·扎比茨基；瑞士书记 海·

荣克；财务委员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委员会书记 约·格·埃卡留斯

１８６９年５月４日于伦敦

捐给比利时历次屠杀的受难者的所有捐款应寄总委员会，地

址如下：伦敦西中央区海 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写

１８６９年５月印成传单“比利时的屠

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并载于１８６９

年５月１５日“国际报”第１８号和１８６９

年５月２２日“民主周报”第２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比利时

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

工人”译的

０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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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２８４

工人朋友们！

在我们的协会的成立宣言里我们说过：“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

西洋彼岸永远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

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

愚蠢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①现在轮到你们来阻止战争了，因

为这个战争的直接结果将使大西洋两岸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倒退

若干年。

也许用不着向你们说明：有一些欧洲强国，它们正迫不及待地

想挑起美国对英国的战争。看一下商业统计的数字，我们就会相

信：直到国内战争使天秤两端的比重发生变化的时候，俄国原料的

出口（俄国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口）都是竞争不过美国的。把美

国的犁铧改铸成刀剑，在目前恰恰意味着使一个被你们的贤明共

和党大政治家们选为心腹顾问的专制强国免遭迫在眉睫的破产。

但是，即使不谈对这个或那个政府有什么特殊利益，难道用一场战

争来破坏迅速扩展着的国际合作运动，不正是为了我们的压迫者

的普遍利益吗？

１０４

① 见本卷第１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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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给他的贺信中表示过，我们

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

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①的确，反对奴隶占有制

的战争的胜利结束已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这

个时候起，美国也产生了独立的工人运动，旧党派及其职业政客都

对它冷眼相看。但是，要使这个运动产生效果，还需要多年的和平；

而要扑灭这个运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则是最可靠的办法。

国内战争的直接的可以触及到的结果，当然是美国工人境况

的恶化。不论在美国或欧洲，国债的重担总是被一手转一手，最后

压到工人阶级的肩上。你们的一位国家活动家说，从１８６０年以来，

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７８％，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

５０％，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６０％。

他抱怨道：“目前在美国，赤贫比人口增长得更快。”

况且，工人阶级的苦难同金融贵族、暴发户贵族２８５和其他因战

争而出现的寄生虫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如何，国

内战争总还有好的结果，那就是奴隶的解放以及因此而对你们本

身的阶级运动所起的刺激作用。可是，没有崇高目的和社会需要

的、跟旧世界历次战争一样的另一次战争，其结果将不是粉碎奴隶

的锁链，而是为自由的工人锻造新的镣铐。新战争所带来的贫困的

增长，马上会给你们的资本家找到借口和手段，好用常备军的无情

的刀剑来迫使工人阶级放弃他们勇敢的和正义的愿望。

因此，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

明：现在，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

２０４ 卡·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２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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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

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英国人：罗·阿普耳加思，木工；马·詹·布恩，机

械工；詹·巴克莱，彩画匠；约·黑尔斯，弹性纺织品

织工；哈里埃特·罗；本·鲁克拉夫特，细木工；乔·

米尔纳，裁缝；乔·奥哲尔，鞋匠；Ｊ 罗斯，鞋匠；罗

·肖，彩画匠；考威尔·斯特普尼；Ｊ 沃伦，皮箱匠；

约·韦斯顿，制造扶手的技师

法国人：欧·杜邦，乐器工；茹尔·若昂纳尔，石

印工人；保尔·拉法格

德国人：格·埃卡留斯，裁缝；弗·列斯纳，裁

缝；Ｗ 利姆堡，鞋匠；卡尔·马克思

瑞士人：海·荣克，钟表匠；安·弥勒，钟表匠比

利时人：Ｐ 贝尔纳，彩画匠

丹麦人：詹·柯恩，雪茄烟工人

波兰人：扎比茨基，排字工人

执行主席 本·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１８６９年５月１２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印成传单“致合众国

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致合众国

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译的

３０４臻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他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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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二版序言２８６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①，曾打算从１８５２年１

月１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一

篇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史。根据这个请求，我直到２月中为止每周都

为他撰写论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时，魏

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但他在１８５２年春季却开始出版名为

“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２８７这一

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内，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

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我这本

书的时候，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企

图”。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看出，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

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１８５２年２月止。现在把它

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

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坚持。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

４０４

① 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军事长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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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

的“政变”２８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

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

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

城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

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

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

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

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

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

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

我只限于改正勘误，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是不能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

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２８９——这句

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１８１５年远征的著作２９０中，开始了对崇拜

拿破仑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

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

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转变，这

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

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

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

５０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

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

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

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

依靠无产阶级过活２９１。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

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

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

的共同点了。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９年６月２３日于伦敦

载于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１８６９年７月汉堡

第２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６９年版本译的

６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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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卡尔·马克思２９２

在德国，人们曾经习惯于把斐迪南·拉萨尔看做是德国工人

运动的创始人。可是，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如果说六七

年前，在所有工厂区，在所有大城市和工人居民中心，无产阶级成

群结队地围聚在他的身边，如果说他的旅行往往成为连君主们也

会羡慕不已的凯旋游行，——那末，这难道不是由于早先已经不声

不响地准备好了使果实能够如此迅速地成熟的土壤吗？如果说工

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他所讲的话，那末，这是因为他的话是他们闻

所未闻的呢，还是因为这些话是觉悟的工人们早已多少听到过的

呢？

现在的这一代人，生活忙碌而且健忘。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中达到

顶点、又随着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的反动而宣告结束的四十年代的运

动，已经连同它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一起被遗忘了。因此就

有必要提醒一下：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之前以及在革命期间，在工人当

中，特别是在德国西部，曾经有过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主义政

党２９３，它虽然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之后已经瓦解，可是它的各个单

独的成员仍然继续不声不响地准备着那后来为拉萨尔所利用的土

壤。此外，还有必要提醒一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他除了把组织

这个政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还把对所谓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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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还在１８６０年以前

就已经发表了自己重要的研究成果２９４。拉萨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

渊博的学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简直是无限灵活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ｔａｔ］的人；他可以说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场合扮演政治

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

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抄袭来的，而且在抄袭

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

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

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于１８１８年５月５日生于特利尔，他在这里读完

了中学。他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不过在柏林他很快就把自

己的注意力从研究法学转向了研究哲学。在这个“理性之都”住了

五年之后，他于１８４１年回到波恩，打算在那里的大学里任教。当

时，普鲁士正处于第一个“新纪元”２９５。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声明，

他欢迎能提出适当主张的反对派，因此在有些地方就有人试图组

织这样的反对派。这样，在科伦就创办了“莱茵报”。在这个报纸上，

马克思以当时罕见的胆量著文批评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这些文章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２９６。１８４２年年底，马克思负责编辑“莱茵

报”；他使书报检查机关大为苦恼，因而不得不给他以特殊的荣幸

——从柏林给“莱茵报”派来一个专门的检查官。当这样做也无济

于事的时候，又给该报规定了双重的检查，即它每出一号，除普通

检查之外，还要呈交科伦行政区长官进行复查。但是，这个办法也

还是丝毫无助于制止“莱茵报”的“根深蒂固的恶念”，于是内阁就

在１８４３年初勒令“莱茵报”于第一季度末停刊。当时，报纸的股东

们曾经试图谋求和解，因此马克思立即辞去了编辑职务，但这也没

８０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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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到任何效果，报纸最后还是停刊了。

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

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

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

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

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

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要

切实地研究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

可能。

马克思在同特利尔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后来的

普鲁士内务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之后，于１８４３年夏

迁居巴黎。在巴黎，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历

史的研究。同时，他和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杂志２９７，但该

杂志只出版一期即告停刊。１８４５年，马克思被基佐驱逐出法国而

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他继续研究上述的问题，直到二月革命爆

发。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即使是在形式上力求具有科学性的社会

主义也极不赞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蒲鲁东的长篇著作“贫困的哲

学”的批判，即１８４７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发表的“哲学的贫困”２９８

一书得到证明。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在目前得到详尽发

挥的理论的许多重要原理。二月革命前写成并由在伦敦召开的工

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在伦敦出版），基本上也

是他的著作２９９。

接着，马克思又被对二月革命深感恐慌的比利时政府驱逐出

境，在这之后，马克思应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重新回到巴黎。汹涌

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须积极

９０４卡 尔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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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到运动中去。在最初那些动荡的日子里，马克思同一批要在法

国组织德国工人志愿队以便把德国变成共和国的鼓动家的荒谬企

图进行了斗争，然后，他就和一些朋友一起出发到科伦去，并在那

里创办了“新莱茵报”３００；该报一直存在到１８４９年６月，在莱茵省，

人们现在还深深地铭记着它。也许，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能够

像这家在普鲁士的一个堡垒的中心出版的报纸这样成功地利用了

１８４８年的出版自由。政府企图通过向法院起诉的办法迫使“新莱

茵报”停刊而未能得逞——马克思曾经两次被控违反出版法和煽

动抗税而被陪审法庭传讯，但他两次都被宣判无罪。此后，“新莱茵

报”在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时期终于被迫停刊了，政府这次采取的手

段是借口马克思已经丧失了普鲁士的国籍而将他驱逐出德国，并

且用类似的借口把其余的编辑也驱逐出境。因此，马克思只得再次

回到巴黎，但在那里他又遭到驱逐，而于１８４９年夏迁到了他现在

的住处伦敦。

当时大陆各国流亡者的所有ｆｉｎｅｆｌｅｕｒ〔精华〕都聚集在伦敦。

在这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联合会、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ｉｎｆｉ

ｄｅｌｉｕｍ〔非现实的，在异国的〕①临时政府，发生了种种的争执和纠

纷。当时曾参与其事的各位先生们，现在回想起这个时期，想必会

把它看做是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而马克思却始终没有参与所有

这些阴谋倾轧。他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以评论性月刊形式继续出版

“新莱茵报”（１８５０年在汉堡出版）３０１，此后，他就独自埋头于英国

博物馆，着手对收藏在它那庞大的、大部分藏书尚未为人所知的图

书馆中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进行研究。同时，他还定期向“纽约论坛

０１４ 弗·恩 格 斯

① 直译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

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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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３０２
投寄通讯稿；一直到美国内战爆发之前，马克思可以说是这

个最好的英美报纸的欧洲政治问题方面的编辑。

十二月二日政变促使马克思写成一本小册子“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现在该书刚好出版了新的

版本（在汉堡，由迈斯纳发行），它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波拿

巴现在所处的摇摇欲坠的地位。正是在这本书里，这位政变英雄被

不加修饰地按他的本来面目加以描绘，而没有带上他那瞬间的成

功使他享有的虚荣。有一种庸人把自己的拿破仑第三看成是当代

最伟大的人物，因而不能理解为何这位非凡的天才竟会出人意外

地连遭失败，屡犯政治错误，——这种庸人读一读马克思的这一著

作就会明白了。

虽然在居住伦敦的整个期间马克思都不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

意，然而卡尔·福格特却迫使他在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以后投入一

场论战，为此他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１８６０年在伦敦出版）３０３，

从而结束了这场论战。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

个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于１８５９年在柏林出版。

这一分册仅包含货币理论，但是马克思用完全新的观点作了论述；

续篇之所以暂时未能出版，是因为作者当时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

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最后，１８６７年终于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这部著作是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阶级政

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这里所涉及的①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

密的科学结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

１１４卡 尔 · 马 克 思

① 手稿中“涉及的”之后还有“不是政治宣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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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而且正是德国终

于有机会也在这方面作出这种贡献。现在谁还要想同社会主义作

斗争，那他就必须对付马克思；而假如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自然

也就无需再提到ｄｉｉｍｉｎｏｒｕｍｇｅｎｔｉｕｍ①了。

马克思这本书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是第一部全

面而透彻地描绘了以在英国所具有的那种古典形式存在于劳资之

间的实际关系的著作。议会的调查对此提供了有关几乎所有工业

部门的工人状况，有关女工和童工劳动，有关夜班工作等等的丰富

资料，这些资料所涉及的时间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而且即使在英

国也很少有人知道３０４；这一切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为读者所了解。

其次，该书叙述了英国工厂法的历史，——从１８０２年的第一个法

令这一微小的开端起，到现在几乎在工厂工业和家庭工业的一切

部门都对工作时间作了限制：女工及未满１８岁的少年工人每星期

工作不得超过６０小时，未满１３岁的童工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３９

小时。从这方面来看，马克思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所有与工业有关的

人的极大兴趣。

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

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

命中目标。但是，他如此“耗费精力”去进行的论战，对他来说，本质

上毕竟只是一种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实际上，他所始终感到兴

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

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

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

２１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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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

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在我

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

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自己的

领域里具有无比渊博的学识，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赞许。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当然，马克思还从事工人运动。他是国际

工人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最近时期，国际工人协会已成为人们谈论

的中心，它已经在欧洲许多地方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我

们是可以这样说的：在这个无论如何是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

时代的组织里，德国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功劳，也占有一个应有的

重要地位。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９年７月２８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９年８月２日“未来报”

第１８５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未来报”，并根据

手稿校对过

３１４卡 尔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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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３０５

１ 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

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提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

例如，土地使所有者在生前有权以地租形式毫无抵偿地攫取他人

劳动的果实。资本使所有者有权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获得同样的

果实。国家有价证券所有权使所有者能够不劳而获地专靠他人的

劳动果实过活等等。

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

权利——它只涉及到具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更换问题。同所有一般

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

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

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

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２ 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

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

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

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

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

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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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力量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用直接的手

段来达到这一点。例如，废除国债，自然就能同时避免国家有价证

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国债，

那末，要想废除对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

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３ 大约４０年前圣西门的信徒们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在

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做法律后果，而把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经

济原因。３０６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把土地和其

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永世保存下来。他们认为，可以有挑选出来的

终身所有者，就好像曾经有过挑选出来的国王一样。

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

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同既要废除买主

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目前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是

荒谬的。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

４ 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然要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

存在。如果私有财产在人们生前已经不存在，那末它就不会被人转

让，同时也不会在人死后从死者那里传给别人。因此，有关继承权

的一切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的过渡状态，那时，一方面，社会目前

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

力量来强迫采取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措施。

从这方面来考虑继承法的修改，只是所有导致同一目的的其

他许多过渡性措施中的一种。

在继承方面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只可能是：

５１４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更广泛地征收在许多国家中业已存在的遗产税，把这样得

来的资金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

（２）限制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同于没有遗嘱的继承权或

家属继承权，它甚至是私有制原则本身的恣意的和迷信的夸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９年８月２—３

日

载于小册子“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

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

的报告”１８６９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在瑞

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

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

大会的报告”

６１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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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

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３０７

各个支部的代表将向你们详细报告我们协会在他们国家取得

的成就。你们的总委员会的报告主要是谈一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

游击战——我们指的是过去一年中震荡欧洲大陆的罢工。关于这

些罢工，有人说不是工人的贫困引起的，也不是资本家的横暴引起

的，而是我们协会的阴谋诡计引起的。

在我们上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就在巴塞尔爆

发了织带工人和染丝工人的值得纪念的罢工。巴塞尔直到今天，一

直保持着中世纪城市的许多特点，如它的地方传统，狭隘的偏见，

妄自尊大的豪绅，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宗法关系。几年之前，有一个

巴塞尔的厂主就曾向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吹嘘说：

“在我们这里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在英国好得多”，“在瑞士，一

个工人如果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他的好业主，他的同事就会看不起他”，

“我们比英国优越的地方主要在于工作时间长和工资低”。

由此可见，那些由于现代影响而改变了自己形式的宗法制度

就表现在：业主好而工资却很糟，工人有中世纪附庸的情感，同时

却作为现代雇佣奴隶遭受剥削。

这种宗法制度，也可以根据瑞士当局对工厂童工劳动和初等

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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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学校状况的调查材料来判断。材料上写道：

“巴塞尔的学校里的空气比任何地方都污浊，如果说在露天空气中只有

万分之四的碳酸气，在室内碳酸气一般也不超过万分之十，那末在巴塞尔的

普通学校里，碳酸气的数量在上午是万分之二十到八十一，在下午是万分之

五十三到九十四。”

关于这一点，巴塞尔大会议的议员图尔奈森先生无动于衷地

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长辈们也在像现在这样坏的校舍里读过书，可是他们

也没有怎么样。”

现在就会理解到，为什么巴塞尔工人的经济斗争的爆发标志

着瑞士社会历史的一个时代。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运动的起

点更具有代表性了！按照旧的风俗，巴塞尔的工人在米迦勒节比平

日提早四分之一个工作日下工。可是在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９日，当德巴

里父子织带工厂中的工人要求习惯上的优待时，有一个厂主就用

粗暴的声调和命令的手势向他们宣布：

“谁要是离开工厂而不继续工作，就立刻并且永远解雇他。”

经过几次无效的抗议之后，１７２个织工中有１０４人离开了工

厂，可是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当真会被解雇，因为根据双方的书面协

定，离开工作或者解雇，都应当在两星期前通知对方。第二天早晨

他们来上工时，发现工厂已经被宪兵包围，并且不许闹事者走近

它。那些头一天没有提前下工的织工现在也拒绝上工。总的口号

是：“全体上工，不然谁也不上工。”

这样出其不意被解雇的织工和他们的家属一起，立刻从他们

租自己厂主的房屋里被赶了出去。不仅如此，厂主们还写信通知肉

商、面包商和食品杂货店主，请求他们不赊给闹事者任何食品。这

８１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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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展开的斗争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９日延续到１８６９年春天。我们的报

告的篇幅不允许我们更详尽地叙述这件事。这里只再指出一点：由

于资本主义专横制度的凶恶表现——残酷的同盟歇业——而发生

的这场斗争，演成了一系列的罢工，这些罢工由于有时取得妥协和

厂主们一再破坏这种妥协而时断时续；当巴塞尔的崇高可敬的大

会议枉然企图用军事措施和类似戒严的手段来恫吓工人的时候，

斗争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这场斗争进行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支援了工人。按照企

业主的说法，这个团体第一次把现代的反抗精神送到了善良而古

老的帝国城市巴塞尔。因此，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这位不速

之客重新从巴塞尔赶出去。他们企图迫使自己的下属退出协会，以

此作为媾和条件，但是白费力气。由于在反对国际的战争中遭到

接二连三的失败，他们便企图采取荒唐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愤恨。

这些共和主义者同时又是在巴登边界上离巴塞尔不远的一个小地

方寥拉赫的一些大工厂的所有者，他们驱使当地的地方长官①解

散了那里的国际支部；可是这个措施很快就被巴登政府废除了。当

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大胆地刊登了关于巴塞尔事件的公正报道

时３０８，这些“可敬的先生”就在愚蠢可笑的信中以停止订阅该报相

威胁。他们特地派了一个代理人到伦敦，这个人的奇妙的使命是

查明国际的主要存款的数额。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在基督

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

了。

由于他们这些野蛮而愚蠢的行为，日内瓦的资本家曾好好议

９１４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① 英文版中不是“地方长官”，而是“大公国的官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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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了他们一顿。但是过了几个月，粗野的巴塞尔老憨就加倍地报答

了日内瓦雅士们的恭维。

３月里在日内瓦爆发了两次罢工——建筑工人的罢工和排字

工人的罢工；这两个工人团体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建筑工人的罢

工是由于业主们破坏了一年前同工人们郑重签订的合同而引起

的。排字工人的罢工只不过是已经延续了十年的冲突的结尾，工人

曾试图在先后成立的五个委员会中使这种冲突得到和解，但总是

徒劳无益。如同在巴塞尔一样，业主们立即把同自己工人的局部冲

突变为国家权力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十字军征讨。

日内瓦的政务会议派警察到火车站去迎接业主们从远处运来

的工人，使他们不能同罢工者有任何接触。它纵容日内瓦的带着左

轮手枪的 ｊｅｕｎｅｓｓｅ ｄｏｒéｅ①在大街上和其他公共场所袭击工人

和女工。它以各种借口唆使它的警察局的雇佣刽子手去迫害工人，

例如在５月２４日，它就在日内瓦以较小规模重演了在巴黎演过的

被拉斯拜尔痛斥为《Ｌｅｓｏｒｇｉｅｓｉｎｆｅｒａｌｅｓｄｅｓｃａｓｓｅｔｅｔｅｓ》
３１０
的场

面。

当日内瓦的工人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致政务会议的呼吁书，

要它对这些“残暴的警察逞凶”进行调查时，政务会议粗暴地拒绝

了他们的请求。有人显然是想逼使日内瓦工人起义，然后再用武力

来镇压这次起义，把国际从瑞士土地上清除掉，使无产者屈服于和

十二月二日制度相似的制度。由于我们的瑞士联合会委员会的坚

决行动和遏止作用，计划遭到了破坏。３１１业主们终于被迫让步。

现在请仔细听一听日内瓦的资本家及其报界的狐群狗党对国

０２４ 卡·马 克 思

① 英文版中在《ｊｅｕｎｅｓｓｅｄｏｒéｅ》（“花花公子”）这个词后面补充有：“《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ｕ

ｉｓｓｅ》３０９的有前途的二流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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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一些责难吧！他们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了致政务会议的呼吁

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们听从伦敦和巴黎的命令，正在破坏日内瓦州，他们想要消灭这里的

一切工业和一切劳动。”

一家瑞士报纸断言，国际的领袖们是

“拿破仑皇帝的密探，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就会作为社会起诉人来反对我

们小小的瑞士”。

说这种话的正是那些热衷于把十二月二日制度移植到瑞士国

土上的先生们，正是那些在日内瓦和其他瑞士城市掌握大权的金

融巨头们，全欧洲都知道，他们早已从瑞士共和国的公民变成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３１２
和其他国际性欺诈组织的仆从了！

比利时政府在４月间为了对付塞兰的搅铁工人和博里纳日的

采煤工人的罢工而制造的几次惨案，已在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

工人的呼吁书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①我们认为发出这样的呼吁

书是非常必要的，这特别因为在比利时这个典范的立宪国家里，这

样大批地屠杀工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为一种常规了。在演了

恐怖的战争悲剧之后，紧跟着就是法院的滑稽剧。在对我们设在布

鲁塞尔的比利时总委员会进行搜查的时候（委员会的房舍被警察

毁坏得很厉害，有一部分委员披捕），法院侦查员发现了一个工人

的一封信，信中请求送来“五百国际”；他立即断定，向出事的地方

一定派去了五百名工人战斗队。其实这“五百国际”只不过是五百

份布鲁塞尔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报”。后来他搜查出②一封打

１２４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①

② 原文是《ｓｔｉｅｂｅｒｔ》，这个词来自《Ｓｔｉｅｂｅｒ》——“警犬”，“密探”；暗指普鲁士警察

局长施梯伯（Ｓｔｉｅｂｅｒ）。——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９５—４０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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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巴黎的电报，电报要求一些“火药”。经过长时间的侦查，在布鲁

塞尔终于发现了这种危险物。原来它是用来消灭昆虫的药粉①。最

后，比利时警察当局十分得意的是它自认为发现了那个很难找到、

而又闹得大陆上的资本家不得安宁的宝库，这个宝库的大部分据

说是藏在伦敦，协会在大陆上的一切主要分部都依靠这个宝库供

给经费。比利时的侦查员认为，这个宝库被藏在一个保险箱里，而

这个保险箱被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的密探们猛攻箱子，砸毁锁

一看，发现里面是几块煤炭。也许，国际的纯金经过警察的手一摸，

就马上变成了煤炭。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在法国各棉纺织区爆发的罢工中，最有名的是

索特维耳 勒 卢昂的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松姆省的厂主们在亚眠

聚会，目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怎样才能在英国市场上更

廉价地出售（ｕｎｄｅｒｓｅｌｌ）自己的商品，从而打败他们的英国竞争者。

全体同意，除了保护关税政策以外，正是较低的工资水平使法国至

今不受英国棉织品的侵犯；由此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说，如果在法

国把工资降得更低一些，就会使法国的棉织品充斥英国。他们丝毫

也不怀疑，法国的棉纺织工人会自豪地承担起他们的业主以极大

的爱国主义精神决定在拉芒什海峡对岸进行的那场侵略战争的费

用。此后不久就传出消息说，卢昂及其近郊的厂主们在秘密会议上

已经商量好要实行这样的政策。紧接着在索特维耳 勒 卢昂突然

宣布要大大地降低工资，于是诺曼底的纺织工人第一次起来反抗

资本的进攻了。他们是在时局的影响下行动起来的。在这以前，他

们既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的反抗手段。贫困迫使他们向国际的卢

２２４ 卡·马 克 思

① 《ｐｕｌｗｅｒ》一词有‘火药”和“药粉”两个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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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委员会请求援助，委员会立即使他们得到了卢昂及其近郊的工

人和巴黎工人的一些支援。大约在１２月底，卢昂委员会向总委员

会发出呼吁，这正是英国棉纺织区极端困难的时期，伦敦空前贫

困，一切工业部门都处于普遍停滞状态。这种情况在英国一直延续

到现在。尽管情况极度不利，总委员会认为，卢昂冲突的特殊性定

会促使英国工人鼓起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时机

来向资本家表明，他们通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时而在这个国家时而

在那个国家进行的国际工业战争，最终将因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

而无法继续进行。英国工人响应我们的号召，立即为卢昂募集了第

一批捐款，工联伦敦理事会决定在首都同总委员会一起召开一次

ｍｏｎｓｔｒｅｍｅｅｔｉｎ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声援诺曼底的工人弟兄。

这些措施后来由于得到索特维耳的罢工突然停止的消息而中断。

这场经济斗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的精神影响却使这种失败

得到了广泛的补偿。这场斗争把诺曼底的棉纺织工人吸引到了革

命的劳动大军的队伍中来；它使卢昂、埃耳伯夫、达尔讷塔耳和

其他地方成立了工会，并且重新巩固了英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工人

阶级之间的兄弟联盟。１８６８年冬季和１８６９年春季，我们在法国的

宣传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这是因为１８６８年我们的巴黎委员会被

迫解散、警察在各省无端寻衅以及法国的议会大选成了注意的中

心。

选举刚一结束，就在卢瓦尔的采矿工业区、在里昂和其他许多

地方爆发了许多起罢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中暴露

出来的经济事实面前，那些把第二帝国庇护下的工人阶级描绘成

一片繁荣景象的鲜艳诱人图景已经烟消云散。工人提出的要求是

那样的微薄和那样的无可争辩，以至于在受到一些有时是蛮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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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抗拒之后，不得不全被接受下来。这些罢工的唯一的奇怪的特

点是在表面的平静之后突然爆发，而且是那样迅速地一个紧跟着

一个。可是这一切现象的原因是简单而明显的。在选举时工人在

反对全体人民的暴君的斗争中成功地试用了自己的力量。当然，他

们决心在选举后试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暴君。

选举促进了精神力量的觉醒。一家靠伪造事实领取报酬的政

府报纸很自然地把一切事件都说成是受了伦敦总委员会的秘密指

示，似乎总委员会派了自己的密使到处奔波，为了向早先完全满意

自己命运的法国工人揭示一个秘密：工作过度，报酬低微，受到粗

暴对待——全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伦敦出版的一家法国警察小

报“国际报”３１３，就曾经在８月３日那一号上大发慈悲地向世界揭

示我们的有害活动的秘密动机。

上面写道：“最奇怪的是硬要在贫困还远远没有被人感觉到的那样一些

国家中发动罢工。这些突然的爆发对于法国的一些首先应该担心战争的邻国

来说是再适时不过的了，这些爆发迫使许多人寻思：这些罢工是不是按照某

个善于博得这个万能协会的好感的外国的马基雅弗利的要求进行的呢？”

正当这家法国警察小报指责我们，说我们为了使俾斯麦伯爵

摆脱外部战争而利用罢工来给法国政府制造内部困难的时候，一

家莱茵普鲁士报纸、工厂主的机关报却指责我们说，我们用罢工震

撼北德意志联邦３１４的基础，自的是要使德国的工业瘫痪，以利于外

国的工厂主。

国际和法国罢工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典型的事件来说明。关于

第一个事件，即在圣亚田发生的罢工以及随后在里卡马里发生的

大屠杀，甚至法国政府自己也已经不敢说国际和这些罢工有任何

关系了。

４２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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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里昂事件，那并不是国际把工人推向罢工，相反，却是

罢工把工人推向国际的队伍。

圣亚田、里夫 德 纪埃和菲尔米尼的矿工镇静而坚决地要求

矿业公司的经理修改工资条例，缩短长达１２小时的井下繁重劳动

的工作日。由于和平解决纠纷的意图没有收到成效，他们才在６月

１１日举行了罢工。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保证自

己得到那些还在继续工作的同志的支援。为了阻止这一点，各矿业

公司的经理向卢瓦尔省省长要求派遣军队，并且得到了满足。６月

１２日罢工者发现矿井上加强了武装戒备。矿业公司为了保证政府

派来的士兵对它们尽心竭力，每天付给每个士兵１法郎的报酬。士

兵为了表达他们对公司的感谢，拘捕了将近６０个企图偷偷溜到矿

井上的同伴那儿去的矿工。被拘捕的矿工在当天下午就被第四基

干团的１５０名士兵押送去圣亚田。在这些勇士出发之前，多利安公

司的一个工程师分发给他们６０瓶酒，并且恳切地嘱咐他们一路上

要机警地监视被捕者：他说，这些矿工都是些未开化的野人和逃亡

的苦役犯。酒和这样一番训导准备好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队伍后

面紧跟着一群矿工和他们的妻儿，他们在里卡马里附近的蒙塞耳

高地的一条狭谷把队伍包围起来，要求释放被捕者。士兵拒绝他们

的要求，于是石块向士兵投来；这时士兵预先没有警告就突然向人

群的最稠密处乱放起枪来，打死了１５人，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

吃奶的婴儿，许多人受了重伤。受伤者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之

中有一个１２岁的贫苦的女孩燕妮·佩蒂；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工

人阶级蒙难者的历史上。她是被从后面来的两颗子弹打伤的：一颗

子弹打在腿上，另一颗穿过了背部，打断了胳膊，从右肩穿出来。

《Ｌｅｓｃｈａｓｓｅｐｏｔｓａｖａｉｅｎｔｅｎｃｏｒｅｆａｉｔｍｅｒｖｅｉｌｌｅ》
３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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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次政府很快就意识到，它不仅犯下了罪行，而且大

大失策了。资产阶级并不欢迎它这样的社会救主。圣西田的整个

市议会提出辞职，它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大兵们的残无人道，并且

坚决要求军队撤出这个城市。法国报刊掀起一阵极大的喧嚷。甚

至那些保守的报纸，如“总汇通报”３１６，也为蒙难者征集捐款。政府

不得不把这个可恨的团从圣亚田调走。

在这样的困难情势下，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用国际工人协会

作为替罪的羔羊来祭奠公愤。在审讯的时候，起诉书把这些所谓的

造反者分成十类，而且非常精细地勾画出罪行的不同程度。第一类

涂着最浓的色彩，包括５个工人，他们特别被怀疑是听从了外来

的、即国际的秘密指令。罪证当然是多得很，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

家法国司法报上的一小段话来说明：

“对见证人的讯问没有能够确凿地证明国际协会参与此事。见证人仅仅

证实有几个身穿白短衫头戴便帽的陌生人站在暴徒的最前列。但是这些陌

生人一个也没有被捉住，而且也没有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一个见证人被问

道：你相信国际协会干与此事吗？他回答道：‘我相信，但是我没有任何证

据。’”

在里卡马里大屠杀以后，里昂的缫丝工（其中大部分是妇

女）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战斗。贫困迫使他们向国际请求

援助，国际主要是通过自己在法国和瑞士的会员帮助他们取得了

胜利。想以警察手段恫吓他们的一切尝试都没有用，他们公开宣

布要加入我们的协会，并且向总委员会按章交纳会费后正式地加

入了协会。在里昂，也像以前在卢昂一样，女工起了崇高的卓越

的作用。

里昂的其他工业部门都纷纷仿效缫丝工的榜样。因此，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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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之内，我们的协会就在这些英雄的居民中找到了一万多个新

的同道者，早在三十多年前，这些英雄的居民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

上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口号：《Ｖｉｖｒｅｅｎｔｒａｖｉｌｌａｎｔｏｕｍｏｕｒｉｒｅｎｃｏｍ

ｂａｔｔａｎｔ！》（“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
３１７

可是法国政府继续吹毛求疵地迫害国际。在马赛它禁止我们

的会员集会选举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其他城市也重演

了这种卑鄙的勾当，但是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终于开始懂得，

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许可，每人奋

不顾身地自动来行使这种权利。

奥地利的工人，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虽然是在１８６６年事

件３１８以后才参加到运动中来，但是他们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

们很快就团结在社会主义和国际的旗帜下，现在他们通过自己派

往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３１９的代表集体参加了国际。在

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利己

的本能、智慧的贫乏和对工人阶级的切齿痛恨。它的内阁眼看着

种族纠纷和民族纠纷使帝国陷于分裂并使帝国的存在受到威胁，

却仍然对唯一宣布一切种族和民族团结起来的工人进行迫害。资

产阶级并不是以自己的英勇而只是由于奥军的失败才取得了新的

地位３２０，它自己也明明知道，它未必能够保住既得的东西，使之不

受王朝、贵族和教会的侵犯；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却不惜耗费自

己的精力，卑鄙地企图剥夺工人阶级的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的

权利。

在奥地利，也像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国际代替了

升天了的“赤色幽灵”。当７月１３日在莫拉维亚的棉纺织业中心布

隆对工人进行小规模的屠杀时，这一事件被归咎于国际的暗中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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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说它的代理人戴着隐身帽藏在幕后。当维也纳人民的某些领导

人到法庭受审时；检察官辱骂他们是外国的代理人。这位检察官知

识渊博的程度可以用他犯的一个小小差错来说明：他连伯尔尼的

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和无产阶级的国际都分不清。

如果说工人运动在息斯莱达尼亚的奥地利３２１遭到的是这样一

种迫害，那末它在匈牙利遭到的却是公开的而且是蛮横无理的戕

害。关于这件事，总委员会收到了来自佩斯和普勒斯堡的最可靠的

消息。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局对匈牙利工人的态度。

匈牙利王国内务大臣冯·文克海姆先生凑巧随匈牙利代表团

到了维也纳。在几天以前，普勒斯堡的工人派了一个工人小组，其

中包括著名的鼓动家涅姆契克，到维也纳去向内务大臣先生诉苦，

因为他们在很长时期内被禁止举行集会，甚至为了募款成立患病

职工补助会而举行游艺会也遭到禁止。费了许多周折，总算见到了

这位高贵的大臣，然而，当工人走进大臣的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受

到了这位大臣极不礼貌的接待。

大臣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问道：“你们是工人吗？你们是在勤勤恳恳地工

作吗？不要多管闲事。不要搞什么同盟；如果你们硬要过问政治，我们会采取

适当的手段对付你们。我不能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工人要发牢骚就尽量地发

吧！”

那末，是不是仍旧让当局为所欲为呢？大臣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说：

“是的，这由我负责。”

经过了长时间的但是毫无结果的辩论，工人离开了大臣，并在

临走时向他声明说：

“因为国家大事影响到工人的状况，工人当然要过问政治，而且一定要过

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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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地方，去年一年最值得庆贺的就是在

全国组织了工会。在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代表着德

国本部、奥地利和瑞士的１５万多名德国工人的代表们成立了新的

社会民主党，它的纲领逐字逐句地采纳了我们的章程的基本原则。

因为法律禁止他们成立合法的国际协会支部，他们决定请求总委

员会发给个人会员卡。①

在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荷兰成立了协会的新支部。在巴塞罗纳

和阿姆斯特丹出版了我们协会的机关周刊。３２３

比利时政府在塞兰和弗腊默里的光荣战场上搜集来的桂冠，

看来使列强有点不能安宁。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一年连英国也能夸

耀它对工人的屠杀了。登比郡的谋耳德附近的利斯伍德大矿井的

威尔士矿工，突然接到了矿井主管人关于降低工资的通知，这个主

管人是他们早就痛恨的穷凶极恶的暴君。他们把附近矿井上的人

们召集起来，把主管人赶出家门，并且把他的家具都运到附近的火

车站去。这些不幸的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够永远不

再受他的压迫了。②５月２８日有两个主犯将在国王陛下的第四步

兵团的警戒下由警察押送到谋耳德的法庭。一群矿工企图在中途

把被捕者解救出来，但是遇到了警察和士兵的抵抗，于是就纷纷向

他们投掷石块；士兵不预先警告就用他们的后装枪③射出雨点般

９２４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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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枪弹来回击雨点般的石块。５人被打死，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

小孩，很多人受伤。到这时为止，谋耳德的大屠杀和里卡马里的大

屠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往后这种相似之处就消失了。在法国，

士兵只对自己的指挥官负责。在英国，他们必须在陪审员面前受侦

查员的诘问；但是这个侦查员是一个耳聋和有些糊涂的老头子，他

必须通过助听筒来听取见证人的供词，而威尔士的陪审员们则是

一个冷酷无情的、充满偏见的阶级法庭。他们认为这次大屠杀是

“在可以原谅的情况下进行的杀人行为”。在法国，暴动者被判处３

个月到１８个月的徒刑，而且在判决后很快就被赦免。在英国，他们

却被判处了１０年的苦役。

在法国，一切报刊都一致愤怒地谴责士兵。在英国，报刊却

热烈地赞许士兵，并且对受害者表示不满。然而英国工人的收获

很大，他们摆脱了一个大的而且是危险的幻想。在这以前他们以

为，由于有了骚扰取缔令３２４的手续，以及由于军队受民政当局的管

辖，他们的生命或多或少会得到保护。现在他们长了见识。内务

大臣自由党人普鲁斯先生在下院宣布：第一，任何官员，任何猎

狐爱好者或神甫，都有权不预先宣读骚扰取缔令就命令军队向人

群开枪，只要他认为这是一群暴动者；第二，士兵有权借口自卫

而首先开枪射击。自由党人大臣忘记补充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为

了保卫自己不受士兵的袭击，每个人都应该由国家用后装枪武装

起来。

８月３０日在北明翰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决

议：

“鉴于地方工人组织几乎到处都让位给全国范围的组织；自由贸易原则

的推广在资本家之间引起了如此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下，工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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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被忽视，并且被当做国际竞争的疯狂斗争的牺牲品；工人组织应当日益

扩大并成为国际性的组织；而且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在于保卫工人阶级

到处都相同的共同利益，本届大会热烈地建议联合王国的工人，特别是所有

工人组织，支持这个协会，并且恳切地希望它们加入协会。大会还相信，国际

的原则的实现将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３２５

今年５月，美国和英国之间看来要不可避免地爆发战争。因

此，我们的总委员会曾寄给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主席西耳维斯先生

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工人在统治阶级叫嚣战争的时候要维护和

平。①

由于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的英勇战士西耳维斯先生突然

逝世，我们认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最好在结束我们的

报告时把他的复信引在这里：

“１８６９年５月２６日于费拉得尔菲亚

昨天收到了你们５月１２日的公开信。对我来说，收到大洋对岸我们的工

人同志的祝贺是极大的幸福。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贫富之间正在进行

着战争。劳动到处都同样地受到压迫，而资本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同样是暴

君。正因为这样，我说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我以美国工人阶级的名义向

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你们所代表的一切人，向欧洲的全体被侮辱和被剥削的

男女劳动者伸出同志的手。把你们所从事的有益的事业向前推进，直到你们

的努力获得完全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心愿。由于上一次的战争，在我们这里

形成了世界上最卑鄙的金融贵族。这种金融权势在迅速吞食人民的有生力

量。我们已向它宣战，并且打算战胜它。如果有可能，我们想通过选举投票箱

获得胜利；如果不可能，就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往往必须

流一点血。”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１３４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① 见本卷第４０１—４０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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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委员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１８６９年９月１日于伦敦

通讯处：西中央区海 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写

１８６９年９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巴塞

尔出版，并载于小册子“在瑞士巴塞尔

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

大会的报告”１８６９年伦敦英文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巴塞尔出版的

德文版单行本

２３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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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

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

政策的决议草案３２６

决定：

格莱斯顿先生在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释放被囚禁的爱尔兰爱国

分子时（这一答复见格莱斯顿先生给奥谢先生等的信①）有意地侮

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无论对于坏政府手下的牺牲

者或对于这些牺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同样是一种侮辱；

格莱斯顿身为政府官吏，曾经公开而郑重地表示欢迎美国奴

隶主的暴动３２７，而现在却向爱尔兰人民宣传消极服从的学说；

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大赦问题的全部政策，十足地、彻底

地表现了他先前曾慷慨激昂地加以揭露因而推翻了他的政敌托利

党的内阁的那种“征服政策”３２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

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

３３４

① 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中，这句话是这样：“这一答复见格莱斯顿先生１８６９年

１０月１８日给奥谢先生的信和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给伊萨克·巴特先生的

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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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决议应通知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

同它有联系的工人组织。

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提出

载于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１日“雷诺新

闻”，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人民国家

报”第１７号，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２日

“国际报”第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总委员会的记录校对过

４３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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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

联合会委员会３２９

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的非常会议上决定：

１ 在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的“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义，它〈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们援引条例的

第一条来提醒它注意它们〈总委员会的职责〉，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

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

问题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 而现在

……”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

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

“问题”。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

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

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

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

权放弃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３３０的编辑

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

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

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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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

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

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①。

“平等报”同“进步报”（这家报纸并不寄给总委员会）一起动员

“劳动报”３３１（一家巴黎报纸，它还没有宣称自己是国际的机关报，

并且同样也不寄给总委员会）从自己方面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

释②。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３３２

２ 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

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

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

３ 关于通报的问题。

载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

应该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资料寄给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

会“在其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经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

（《Ａｓｏｆｔｅｎａｓｉｔｓｍｅａｎｓｐｅｒｍｉ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ｈａｌｌｐｕｂ

ｌｉｓｈａｒｅｐｏｒｔｅｔｃ》）。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没有实现的条件有连

６３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手稿上在这句话后面划去了如下一段：“那些很晚才加入我们协会的人去年一

入会后就提出了一个危险的计划：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建立另一个受他们个

人支配的国际团体，这个团体的所在地在日内瓦；的确，这些人看来又回到这

个计划了，而且迄今还相信，他们的特殊使命就是墓夺国际协会的上层领导。

总委员会提醒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注意，它有责任领导‘平等报’和‘进步

报’。”——编者注

手稿上在“公开作答”之后，马克思删去了这样一句话：“‘进步报’（这家报纸并

不寄给总委员会）不顾全协会代表大会三次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竟然开始篡夺

联合会委员会的职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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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关系的。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没有进行，虽然关

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决议，

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但总委员会没有收到任

何文献资料。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

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①。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

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

何决议。（见在代表大会监督下于巴塞尔刊印的德文报告３３３）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通报的原定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

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

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

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

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

４ 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

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议就已经在总委员会中由

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员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议总是受到几

乎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

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

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

——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

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

７３４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① 手稿上在“一纸空文”之后勾掉了这样一句话：“巴塞尔代表大会正是这样看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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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ｇｅｓ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

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

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

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

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

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

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杠

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

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

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

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

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

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 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

“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

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

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

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

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

和劳动同盟３３４），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

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

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国

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总委员会就会放

８３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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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这个伟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去闲扯，而不愿进行严肃的和细

微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例如公开地回答“平等报”的

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

本的首都。

５ 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决议①问题。

如果说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

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

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

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

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人民比英

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

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

并３３５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

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

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重要来

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

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

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

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克尔特工人的革

命热情和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

９３４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① 见本卷第４３３—４３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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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

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

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ｌｉｆｅ〔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

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

的ｐｏｏｒｗｈｉｔｅｓ〔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

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

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

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

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

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

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隐蔽的斗

争永远继续下去。它们以此来阻挠大西洋两岸的工人之间的严肃

而真诚的联合，从而阻挠他们的共同解放。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

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

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

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

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主

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

进行决定性的打击。①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只是其他另一些决议的引

０４４ 卡·马 克 思

① 手稿上在“必须在爱尔兰进行……打击”之后删去了下面一句话：“用一切方法

促进爱尔兰人的经济斗争和民族斗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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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那些决议将说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

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

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

必要的话①。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

动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

极端无知的理论，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国际代表大会

上被承认。它同我们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说：

《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ｎｄｔｏ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ｕｇｈｔ

ｔｏｂｅ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ａｓａｍｅａｎｓ》②

在１８６４年巴黎委员会所译的法译文中，《ａｓａｍｅａｎｓ》（“作为

手段”）这几个字被删掉了３３６。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问

时，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辩解。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

一段宣称：《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１４４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①

②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

伟大目标”（见本卷第１５页）。——编者注

手稿上在“如果这是必要的话”后面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关于站在这种立场上

的总委员会委员们所面临的困难，甚至危险，可以根据以下的事实来判断，即

‘蜂房报’在它报道我们的会议情况时不仅删去了我们的决议，甚至不提及总

委员会研究爱尔兰问题的事实本身，——这样一来，委员会就不得不采取措施

来印发自己的决议，以便把决议分别寄给每一个工联。现在‘平等报’很容易

地说什么这是‘地方性的政治运动’，说什么按照它的意见，应当由联合会委员

会本身去处理这些琐事，而无须‘改善各国现有的政府’。‘平等报’还可以根

据同样的理由，说什么我们揭露比利时政府进行的屠杀是打算改善比利时政

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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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ｅｓｍｅａｎｓ…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ｅｑ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ｃｌａｓｓｒｕｌｅ》①

在巴黎的译文中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重复

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阶级

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词句；但是译文中删去了

《ｔｈｅ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ｃｌａｓｓｒｕｌｅ》（“消灭阶级”）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ｃｏｎｏ

ｍ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ｔｏｔｈ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ｅｒｏｆ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ｅｔｃ》②

在巴黎的译文中把《ｍｅａｎ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ｌｉｆｅ》③——这个词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资料，还包括土地——改成

了“资本”。

不过，登载在“左岸”报社１８６６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小册子上

的法译文３３７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６ 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

“平等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纳赫

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内西派）属于国

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它。施韦泽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

人报”）上详细地阐明过，为什么拉萨尔派的组织不消灭自己本身

就不能加入国际３３８。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说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

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是同工人阶级的历史的、自然形成的组织相

矛盾的。

２４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编者注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见本卷

第１５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

统治”（见本卷第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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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说出自己对李卜克内

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约翰·菲力浦·

贝克尔（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泽的报纸的诽谤）是“平

等报”编缉委员会的一员，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

的出版者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们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

周报”上曾经公开地建议施韦泽承认总委员会是他们的分歧的仲

裁人３３９，而施韦泽也曾经同样公开地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
３４０
。

为了结束这场争吵①，总委员会从自己方面用尽了一切手段。

它委托自己的德国书记同施韦泽通信；通信持续了两年之久，但

是，总委员会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施韦泽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

的专横霸权同宗派组织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败。总委员会要做

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预这场争吵将利多

弊少。

７ 既然“平等报”编辑部公开提出它的谴责，而这又可能被认

为是来自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员会的谴责，因此总委员会将自己

的答复抄知同它有通信关系的各委员会。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

左右

这份文件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夫人燕妮·

马克思所抄的并经作者校正

的手稿副本译的

３４４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① 在荣克抄写的手稿副本上，“争吵”后面还加了一句：“这场争吵给德国无产阶

级政党投下了暗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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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讣  告３４１

伦敦总委员会北美通讯员、国际的创建人之一、公民罗伯特·

肖因患肺结核症不幸于本周逝世。

罗伯特·肖是委员会最热忱的委员之一。他心地纯洁，性格刚

毅，具有火热的感情和真正的革命精神，他憎恶狭隘、虚荣和贪图

私利。他自己是一个贫苦的工人，但他总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比他

更贫苦的工人。他在私人交往方面像孩子一般温顺，但在社会生活

中却对任何妥协行为深恶痛绝。工联所以能够团结在我们的周围，

主要是由于他的不间断的努力。但他也由于这方面的活动而给自

己招来了许多死敌。英国工联是由各种地方性的组织形成的，这些

组织在其成立之初都是以维护工资等等作为唯一的宗旨，因此它

们全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世纪行会所特有的那种狭隘性。一部

分为数不多的保守派力求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存工联成立之初的框

子。肖在国际成立时就抱定宗旨要打碎这种自造的桎梏，把工联变

成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他的努力差不多一直都是卓有成效

的，然而，与此同时，他整个一生所经历的严酷无情的斗争损害了

他病弱的身体。他去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时候（１８６８年９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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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已经是病势垂危了。而他回来以后，慈善的资产阶级雇主们又

把他关在企业的大门之外。他死后妻女贫困不堪，但是英国工人绝

不会把他们丢开不管的。

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８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１６日“国际报”

第５３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４４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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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３４２

这部著作是１８５０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

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１８５０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

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５期和第６期上。

我的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

们的愿望，因为可惜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

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

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３４３

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

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那种驱使他在这本书里

到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

极左派３４４的最优秀代表之一。①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

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Ｋ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ｅｓ（争论

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

６４４

① 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１８７５年）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

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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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

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

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末，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

时代特有的错误。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

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

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

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

级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

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

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

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

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

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

发表的论述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一书。３４５

德国１５２５年革命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

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

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

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同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

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１５２５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１８４８年的革命

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１５２５年的小诸

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

１８５０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

７４４“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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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

背后的是无产阶级。”３４６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

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可能“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

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可能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１８６６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获得了奥地利作为礼物。

但是，资产阶级不善于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

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

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

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阶级已在议

院里占有多数，非经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赋税，也不能订借债

款，——但是，它对国家的统治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

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它只要稍许

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它做了什么呢？它认为，政

府允许它献款约９００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

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３４７。我

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

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１８４８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

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１８５０年

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和奥地

利进行倾轧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愈来愈激烈

８４４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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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１８６６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

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

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３４８。

在这全部堂皇的演出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

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有机会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

加立法议会。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

样３４９。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

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鲁

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了：他们究竟愿意作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

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达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

块地区？本来早就很清楚，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点

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３５０双方热烈讨

论的对象的其他有关１８６６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

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

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１８６６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

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

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

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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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
３５１
。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

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所有法

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１８６６年的堂皇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１８４８年起

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的高涨，铁路的加速建设，电报和海洋航运业

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

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

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

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地

位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

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

英国企业主请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 保祐它在天之

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

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

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

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

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莱特送到

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

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

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在共和国时期；

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

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

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

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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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所有其他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

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

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

只是使它愈来愈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

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

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

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

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

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

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

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１８４８年就已来到了。诚然，

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

法国无产阶级。１８４８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

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十分激愤的状态，足以向它证

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资

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

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

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地主，

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

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

级愈发展，愈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

来，资产阶级就愈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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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在萨多瓦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

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

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１８７０年的行动，与１５２５年中产市民的行

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

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

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徬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

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

本性。

伴随着１８４８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

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

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

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

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

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

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１５２５年相比的

状态。不得不完全地并且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

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不能没有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

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

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

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

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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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

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Ｍｏｒｔａｕｘｖｏｌｅｕｒｓ！》——“消灭盗

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

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

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

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

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

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

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

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

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

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境地。

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作一点好事。除了工人，他

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

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

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

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

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

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

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服他们，

要他们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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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从高利贷者压迫下获得

解放。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

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

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

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工

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工人。工业

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

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

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

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

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

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

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

的、国家的财产。３５２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

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连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

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而这种情况

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

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

人，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

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

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

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

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蔽，好让这

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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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

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

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１１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在莱比锡出版的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２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国农民战争”

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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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

芬尼亚社社员３５３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１日于伦敦

一

欧洲报刊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寡头政府的丑行保持缄默，那是

有各种原因的。首先，英国政府是富有的，而报刊，如你们所知道

的，是不被收买的。此外，英国政府是大地主、大陆上的资本家甚至

加里波第（见他的著作３５４）所公认的模范政府；因此，不应当诋毁这

个理想的政府。最后，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是如此狭隘和自私，他

们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法兰西帝国。要是告诉

他们的同胞说，在到处是兵营的国家里应判处六个月监禁的事，在

资产阶级自由的国家里却要判处二十年苦役，那会成为一种玷污

言论自由的犯罪行为。下面就从英国报纸上摘引几段有关如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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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详细报道。

墨尔凯希，“爱尔兰人民”周报３５５的助理编辑，以参加芬尼亚社

密谋被叛罪，他在达特木尔监狱被套上铁索去拉装满石头的马车。

奥顿诺凡 罗萨，“爱尔兰人民”的出版人，被关在黑牢里达３５

天之久，双手日夜被反铐在背后。甚至在吃饭时也不给他去掉镣

铐。至于他的食物，则只有给他放在牢房地上的一点稀汤。

基卡姆，“爱尔兰人民”的编辑之一，他的右手由于生疮已经不

能抬动，但仍被迫和同狱的人一起在严寒多雾的１１月里坐在碎石

堆上用左手砸砖石。晚上他回到牢房里的时候，他的食物只有６盎

斯面包和１品脱热水。

奥利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犯人，在三个星期中只靠白水和

面包过活，因为他不愿放弃异教（显然，狱吏是把不信神称为异教

的），不愿成为天主教徒、新教徒、长老会教徒甚至战栗教徒，而且

也不愿皈依典狱长让这个爱尔兰异教徒选择的许多宗教中的任何

一种。

马丁·亨·凯里，被囚禁在米耳班克的疯人院中。由于被禁止

说话以及其他的虐待，他被逼疯了。

理查·伯克上校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伯

克的智力受到了损害，他丧失了记忆力；他的举止、行为和言谈都

证明他已经疯癫。

政治犯们被从一个监狱牵到另一个监狱，好像他们是一群野

兽似的。他们被迫和一批最恶劣的流氓住在一起，洗涤这些坏蛋用

过的器皿，穿着这些罪犯的衣裤（这些罪犯中许多人都患有最令人

厌恶的疾病），并用这些人用过的水洗濯。在芬尼亚社社员到波特

兰以前，所有这些罪犯是被允许和探望他们的人谈话的。为被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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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芬尼亚社社员设置了一种探望牢房。这种牢房包括用粗铁栅隔

开的三个房间，狱吏在中间的一间，犯人和他的朋友只能隔着两道

铁栅彼此相望。

在船坞里的一些犯人，把所有的蜗牛都吃光了，而在查塔姆，

青蛙被当作一种美味。托马斯·伯克将军宣称，他并不由于看到汤

里有一只死老鼠而感到惊奇。那些被判罪的人说，芬尼亚社社员被

押到监狱来的日子，是他们的一个不幸的日子（制度变得严格得多

了）。

我要对上面这几段话再补充几句。

去年，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这位大自由派、大警官、威尔士的

大矿主、劳工的残酷剥削者，曾因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特别是

奥顿诺凡 罗萨所遭到的虐待而受到质问。起初他一概加以否认，

但后来被迫承认了。于是，下院爱尔兰议员穆尔先生要求对这些事

实进行调查。但激进内阁断然拒绝进行这一调查，这个内阁的首脑

是半圣人格莱斯顿先生（曾经有人公然把他比做耶稣基督），而约

翰·布莱特这个资产阶级的老蛊惑家则是它的最有影响的成员之

一。

最近，关于虐待的传闻又起，几个议员要求普鲁斯大臣准许对

囚犯进行访问，以便判明这些传闻纯属虚构。普鲁斯先生拒绝了这

一请求，据他说，因为典狱长们担心这种访问会在犯人中引起极大

的骚动。

在上星期，内务大臣再次受到质问。人们问他，奥顿诺凡 罗萨

是否真的在当选为梯培雷里的代表以后受过体刑（即受过鞭笞）；

这位大臣先生说，从１８６８年以来，对奥顿诺凡 罗萨没有发生过这

８５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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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事（因此，这就是承认在两三年中这个政治犯确曾受过鞭笞）。

我现在一并寄上有关芬尼亚社社员迈克尔·泰伯特的情况的

一段报道（这些我们将在下期刊载）。他因参加芬尼亚运动而被判

苦役，在爱尔兰科克郡斯派克岛监狱中服刑。你们可以看到，验尸

官（法院侦查员）本人也承认他是因遭受严刑拷打致死。这次调查

是在上周进行的。

在两年中，已有二十多个工人芬尼亚社社员死亡或发狂，这就

是这些在善良的大地主们支持下的善良的资产者的博爱仁慈的恩

赐。

你们大约知道，对于那些为美丽的法兰西作装饰的可恶的宣

布非常状态的法令，英国报纸曾经假仁假义地表示愤慨。但是，除

了几次短时期的中断以外，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却构成了爱尔兰

的宪章。从１７９３年起，英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借口，经常

每隔一个时期便在爱尔兰使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Ｂｉｌｌ（保障人身自由的

法律）３５６暂时停止生效，而实际上是使一切法令暂时停止生效，

只有暴力法令是例外。就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爱尔兰被逮捕，可

是并未对他们进行审讯，甚至没有提出控告，逮捕的唯一理由是有

参加芬尼亚运动的嫌疑。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剥夺他们的自由，还

极端野蛮地拷打他们。下面是一个例子：

一个把芬尼亚社嫌疑分子活活埋葬在其中的监狱，就是都柏

林的蒙特乔伊监狱。这个监狱的狱监默里简直是一只野兽。他以

极端野蛮的方式对待犯人，使其中一些人发了疯。监狱医生奥唐奈

是个好人（他在迈克尔·泰伯特死后验尸时也起了值得称道的作

用），他一连几个月写信表示抗议，起初是写给默里本人；由于默里

未予答复，奥唐奈就写信向上级揭发；但默里这个老练的狱吏，把

９５４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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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件扣起来了。

最后，奥唐奈就直接向当时的爱尔兰总督美奥勋爵写信。那时

执政的是托利党（得比—迪斯累里）。奥唐奈的尝试的结果又怎样

呢？根据议会的命令，发表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文件，而……奥

唐奈医生竟被撤职！！！至于默里，他却保留原职。

接着，格莱斯顿的所谓激进内阁上台了。这就是那位优雅的、

殷勤的、宽宏大量的格莱斯顿，那位曾经为受炮弹国王虐待的波埃

利奥和其他资产者的遭遇在全欧洲面前洒过如此真诚的热泪的格

莱斯顿。３５７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偶像做了些什么呢？他在蛮横地回

绝了爱尔兰人对大赦的要求、侮辱了爱尔兰人的同时，不仅批准默

里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保留原职，而且为了表示他对这个人十分

满意，竟在原来的看守长职位之外，又给了他一个肥缺！这就是资

产阶级博爱的使徒的所作所为！

但是，还得蒙蔽一下公众的眼睛，还得装一下正在替爱尔兰做

事情的样子；于是就拿一个整顿土地问题的法律（ＬａｎｄＢｉｌｌ）
３５８
来

大事宣扬。但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一种欺骗，最终目的是给欧洲造

成一种错觉，以大地主和租佃者进行无休止的诉讼的远景来引诱

爱尔兰的法官和律师，以国家发给补助金的诺言来博取大地主的

欢心，以某些微小的让步来欺骗较富裕的租佃者。

格莱斯顿在他那玩弄辞藻而又混乱不堪的演讲的冗长的开场

白中承认，尽管自由主义的英国在过去一百年间恩赐给爱尔兰种

种“仁慈的”法律，这个国家还是一直走向毁灭。３５９可是，在天真地、

不自觉地透露了这一点之后，同一个格莱斯顿却继续拷打那些希

望终结这种有害而又荒唐的立法的人。

０６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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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面是一家英国报纸发表的关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迈克

尔·泰伯特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泰伯特是在斯派克岛监狱中由

于受到虐待而致死的。

２月１７日，星期四，密得尔顿区验尸官约翰·穆尔先生在斯派克岛监狱

对犯人迈克尔·泰伯特死于医院事件进行了调查。

第一个被传讯的是典狱长彼得·海依。他的证词如下：

已故的迈克尔·泰伯特是在１８６６年６月进这个监狱的。我不知道他当

时的健康状况如何；他在１月１２日被判７年徒刑；不久前他显然病了，因为

监狱记事簿上写道，由于医务人员认为他不能经受单独监禁而被移往别处。

接着，证人详述死者曾因违反纪律、特别是对医务人员不敬而屡次受到惩罚。

杰雷迈亚·休伯特·凯利。我记起来了，当迈克尔·泰伯特从蒙特乔伊

监狱被解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判明他受不了单独监禁；这一点是经奥唐奈

医生签字证明的。但是我看他是健康的，就叫他去干活。我记得，１８６９年１月

３１日到２月６日他在医院里；当时他患心脏病，这以后就不再要他去和大家

一起干活，而是让他在牢房中干活。３月１９日到２６日，他因心脏病住在医院

里；４月２４日到５月５日，因咯血住院；５月１９日到６月１日，６月２１日到２２

日，７月２２日到８月１５日，因心脏病住院；１１月９日到１２月１３日，因全身

衰弱住院；最后一次住院是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８７０年２月８日，因水肿病死在那

里。最初发现这病的症状是在１１月１３日，但后来症状又消失了。

我每天都去单独监禁的牢房巡视，有时看到他正在受罚；我的责任就是

在我认为犯人已不能忍受时，停止处罚；对他，我这样做了两次。

“您是一个医生，不管他在蒙特乔伊和这里的健康状况如何，您是否想

过，五天五夜只给他吃面包和水是对他的一种过严的惩罚呢？”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死者的胃口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些措施会引起使他

死亡的水肿病。”

马丁·奥康奈尔，斯派克岛的药剂师。去年７月，证人曾告诉凯利医生，

１６４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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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泰伯特患心脏病，不应对他处罚；证人认为，这些处罚危害了犯人的健

康，而且在去年他已被认为是残废者；如果证人没有机会在凯利医生不在的

情况下去看过单独监禁的牢房，他决想不到能这样处罚残废者；对于一个在

这种情况下的病人，很清楚，五天的单独监禁是会损害他的健康的。

于是，验尸官坚决反对这样对待犯人。他说，这个犯人曾在医院和单身牢

房轮流居住。

法庭作出了以下的决定：

“我们宣告，迈克尔·泰伯特因水肿病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８日死于斯派克岛

监狱；死者年３６岁，未婚。据奥唐奈医生的意见，泰伯特已不能经受单独监

禁，而死者却被屡次处罚，即一连数日被关在单人牢房中，只给他一些面包和

水。他自１８６６年６月从蒙特乔伊监狱解来斯派克岛以后，曾一再遭到这种待

遇。对此，我们表示严厉的谴责。我们斥责如此对待犯人。”３６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７日和３月６日

“国际报”第５９号和第６０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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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

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３６１

公民们：

总委员会在３月２２日的会议上一致宣布，你们的纲领和章程

符合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它立即接受了你们支部加入国际。

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你们要我担任你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个光

荣的任务。

你们在纲领中写道：

“……压迫波兰的帝国桎梏是同样阻碍两国人民——俄国人民和波兰人

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障碍。”

你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俄国以暴力侵占波兰，是对军事统治在

德国的存在、因而也是在整个大陆的存在的极有害的支持，并且是

这种统治存在的真正原因。因此，俄国社会主义者在致力于粉碎束

缚着波兰的锁链的同时，也就担负起消除军事统治的崇高任务，而

消除军事统治乃是欧洲无产阶级共同解放的一个十分必要的先决

条件。

几个月以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

作“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

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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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

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

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

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

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

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

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

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４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５日“人民事业”报

（日内瓦）第１号

俄文按“人民事业”报刊印

４６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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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机 密 通 知３６２

国际成立之后不久，俄国人巴枯宁（虽然我从１８４３年就知道

他，不过对于了解下面所谈情况并非绝对必要的，我都撇开不谈）

在伦敦同马克思会面。后者在那里接受他加入协会，巴枯宁答应不

懈怠地为协会工作。后来巴枯宁到了意大利，在那里收到马克思寄

去的临时章程和对工人阶级的宣言①，他寄来了“非常热情的”回

信，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几年以后——在这几年间他杳无音信

——他又出现在瑞士。在那里他不接近国际，而接近和平和自由同

盟。在这个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年在日内瓦召开）以后，巴

枯宁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反对者，他们不

仅反对他的“独裁的”影响，而且把他当做一个“可疑的俄国人”对

他进行监视。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年９月）以后不久，

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ｆｉｒｅｂｒａｎｄ

〔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提一下——

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

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

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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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 éｃｌａｔ〔大叫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

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

纲领包含着像“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

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

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

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３６３的出版

工作）和在伦敦的朋友像宣布ｕｎ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一个事变〕那样向全

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

——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ｏｌｌａｐｏｄｒｉｄａ〔杂拌〕——

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

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

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

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

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

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

“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

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

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

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

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

“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

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６６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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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最初拥有的干部是当时日内瓦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

委员会中的多数。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被

提到首要的地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巴枯宁也有一些同盟者。

伦敦的总委员会对所有情况都了解。但是，它还是让巴枯宁

安安静静地进行活动，直到他不得不通过约·菲·贝克尔把“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和纲领）提交到总委员会来批准。为

此做出了一个详细论述理由的决定，它是完全“根据法律”并且

“客观地”做出的，不过在这些“论据”中充满了讽刺。这个决定

归纳起来就是：

１ 总委员会不接纳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

２ 同盟章程中涉及它同国际的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

除和无效。

决定中论述理由的部分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同盟无非是瓦解

国际的工具。①

打击是突如其来的。巴枯宁当时已经把“平等报”——在瑞士

的操法语的国际会员的中央机关报——变为自己的机关报，此外，

他还在勒 洛克尔创办了自己的小报“进步报”，该报至今还起着这

种作用，它的主编是巴枯宁的狂热信徒，一个叫吉约姆的人。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考虑，同盟的中央委员会终于把复信寄给

总委员会，复信上的签名是一个日内瓦人佩龙。为了表示对正义事

业的忠诚，同盟准备牺牲自己独立的组织，但是有一个条件：总委

员会必须宣布它承认同盟的“激进的”原则。

总委员会回答说，它的职责不是从理论上去评判各个支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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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它的责任仅仅是注意在其中不要有某种直接与国际的章程

及其精神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坚持从同盟的纲领中删去关

于《éｇａｌｉｔéｄ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阶级平等”〕的荒谬词句，而代之以《ａｂｏ

ｌ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ｌａｓｓｅｓ》〔“消灭阶级”〕（这点已经做到）。在其余方面，只

要他们解散自己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并且把他们所有支部的名

单交给总委员会（ｎｏｔａｂｅｎｅ〔请注意〕这点还没有做到）。他们就可

以加入国际。①

这个事件就到此结束。名义上同盟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实际上

它在巴枯宁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同时巴枯宁还在国际的日内瓦罗

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发号施令。

除他们旧有的刊物以外，又在巴塞罗纳创办了“联盟”报，而在

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又在那不勒斯创办了“平等”周报３６４。

当时巴枯宁企图用另一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国际变

为他私人的工具。他通过我们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建议总委

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总委员会同意

这一点，为的是给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巴枯宁的如意算盘是：

如果巴塞尔代表大会采纳巴枯宁在伯尔尼提出的“原则”（？），那末

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不是巴枯宁转向了国际，而是国际转向了巴枯

宁。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伦敦的总委员会（它曾反对重新抖

搂圣西门派的ｖｉｅｉｌｌｅｒｉｅ〔旧废物〕，这一点巴枯宁是知道的）应当退

休，巴塞尔代表大会将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也就是说国际将完

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

为了保证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巴枯宁搞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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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阴谋。甚至弄了不少伪造的代表资格证，例如代表勒 洛克尔

的吉约姆先生等人的代表资格证。巴枯宁自己曾央求那不勒斯和

里昂发给他代表资格证。对总委员会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诬蔑。他

们对一些人说，在总委员会中得势的是 éｌéｍｅｎｔ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资产阶

级分子〕，对另一些人说，这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ｅａｕｔｏｒｉｔａｉｒｅ〔权威主义

的共产主义〕的巢穴，等等。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结果尽人皆知。巴枯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

这次失败所引起的懊丧——巴枯宁在心灵深处大概以为他自

己的各种阴谋诡计的成功是会导致胜利的——在“平等报”和“进

步报”上那些充满恼怒的声明中流露出来了。同时，这些报纸愈来

愈带上了官方预言家的性质。时而是国际的这个瑞士支部，时而是

国际的那个瑞士支部，由于违背巴枯宁的绝对命令参加了政治运

动等而被开除。最后，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对总委员会的愤恨公开地

爆发了。“进步报”和“平等报”讽笑、攻击总委员会，说它没有执行

自己的任务，例如没有执行三个月出版一期通报的任务；说总委员

会应当放弃对英国的直接监督，应当建立一个特别的英国中央委

员会来专门管理英国的事务；说总委员会关于被捕的芬尼亚社社

员所做的决定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因为地方上的政治问题不是

它的事情。此外，“进步报”和“平等报”站在施韦泽方面，坚决要求

总委员会正式地和《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ｍｅｎｔ》〔“公开地”〕对李卜克内西和施

韦泽的问题表示意见。施韦泽的法国朋友们在“劳动报”（巴黎出

版）上私自贩运对他有利的文章，为此“劳动报”受到“进步报”和

“平等报”的赞扬；“平等报”号召共同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

事情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必须进行干预。现在把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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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致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信逐字逐句地抄录如

下。这个文件太长，因此不便于把它译成德文。

“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的非常会议上决定：

１ 在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的‘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义，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们援引条例的第一条

来提醒总委员会注意它的职责，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

决议……”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足以

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而现在……’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

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

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

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

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

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弃自己的职

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

纸篡夺它的职责。

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

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

害。

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

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社会

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同

‘进步报’一起动员‘劳动报’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释。多么像个公

共福利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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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

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

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

３ 关于通报的问题

载入条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各个全国性的委员会

应该把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文献资料寄给总委员会，以便总委员

会‘在其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经常地用各种文字出版通报’

（《Ａｓｏｆｔｅｎａｓｉｔｓｍｅａｎｓｐｅｒｍｉ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ｈａ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ａｒｅｐｏｒｔｅｃｔ》）。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没有实现的条件有连

带关系的。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没有进行，虽然关

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决议，

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

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

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

何决议。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原定应当由它出版通报的任务，现在完

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

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

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

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

内幕。

４ 关于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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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等报’创办以前很久，这个建议就已经在总委员会中由

它的一两个英国委员定期地提出过了。但是这个建议总是受到几

乎全体一致的反对。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

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

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

——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

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

（ｗａｇｅｓ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

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

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

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

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

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

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的

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

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

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

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

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

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 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

‘双周评论’的证实，再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

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

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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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

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

和劳动同盟），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

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在总委员会之外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会产生什么

样的直接后果呢？如果联合会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全

国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国际总委员会

就会放弃这个伟大的杠杆。如果我们宁愿去闲扯，而不愿进行严肃

的和细微的工作，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误，例如公开地回答‘平

等报’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能容忍‘如此繁重的兼职’。

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

本的首都。

５ 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决议问题。

如果说英国是大地主所有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末唯

一能使官方英国受严重打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第一，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

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在爱尔兰发生这样的事

可能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只是集中在土地所有制

上，因为在那里这一斗争同时又是民族斗争，因为爱尔兰的人民比

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

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

合并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

爆发。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

会失去作为英国统治爱尔兰的代表者的那种道义力量的最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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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另一方面，如果让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保持强大的势力，英国

无产阶级就无法使他们在英国本土受到损害。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困，以便通过对爱尔

兰贫民采取的强制移民手段来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

除此以外，它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克尔特工人的革

命热情和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严肃的但是迟缓的性格没有和谐地

结合起来。相反，在所有的英国大工业中心，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

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对立。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

把他们看做降低工资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ｌｉｆｅ〔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

们对爱尔兰工人抱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厌恶，几乎像美国南部各州

的ｐｏｏｒｗｈｉｔｅｓ〔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资产阶级在英

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

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

在大西洋彼岸也产生了这样的对立。被牛群和羊群从故乡排

挤出去的爱尔兰人在美国重逢，他们是那里的居民中人数众多而

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一致的思想、一致的情感就是憎恨英

国。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那些阶

级，正在培植这样的情感，其目的是使民族间的斗争永远继续下

去，因为这种斗争是大西洋两岸工人间的任何严肃而真诚的联合

的障碍，因而也是他们的共同解放的障碍。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

正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

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

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因此，国际协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它的主

４７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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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

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只是其他一些决议的引言；

那些决议将说到：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

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

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

的话。

此外，‘平等报’和‘进步报’所提出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

动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二者之间没有联系的

理论，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在我们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承

认。它同我们的章程相矛盾。章程中说：

《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ｓ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ｎｄｔｏ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ａｓａｍｅａｎｓ》①

在１８６４年巴黎委员会所译的法译文中，《ａｓａｍｅｓｎｓ》（“作为

手段”）这几个字被删掉了。巴黎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问时，

借口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困难来为自己辩解。

对章程原文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曲解。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

一段宣称：《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ｍｅａｎｓ…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ｅｑ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ｃｌａｓｓｒｕｌｅ》②。

５７４机 密 通 知

①

②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

治”（见本卷第１５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见本卷第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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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译文中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重复

了近百年来几乎在所有民主主义宣言中都能遇到，而在不同阶级

的代表人物口中却含有不同意义的一般词句；但是译文中删去了

‘消灭阶级’这一具体要求。

继而在章程的引言部分的第二段中写道：《Ｔｈｅ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ａｌｓｕｂｉ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ｔｏｔｈ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ｅｒｏｆ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ｅｔｃ》①

在巴黎的译文中把《ｍｅａｎ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ｌｉｆｅ》〔“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这个词除了包括其余的劳动资

料，还包括土地——改成了‘资本’。

１８６６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法译文恢复了原文的本来面目。

６ 关于李卡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

‘平等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际。’这是不正确的。爱森纳赫

派（承蒙“进步报”和“平等报”把它变成公民李卜克内西派）属于国

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它。

施韦泽自己曾在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详细地阐明

过，为什么拉萨尔派的组织不消灭自己本身就不可能加入国际。他

自己并不知道他说出了真理。他的那个拼凑起来的宗派主义组织

是同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相矛盾的。

‘进步报’和‘平等报’要求总委员会公开说出自己对李卜克内

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个人分歧的‘看法’。既然公民约·菲·贝克尔

（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都遭到施韦泽的报纸的诽谤）是‘平等报’编

６７４ 卡·马 克 思

①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见本卷第

１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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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委员会的一员，那末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家报纸的出版者

竟如此消息不灵通。他们应该知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曾

经公开地建议施韦泽承认总委员会是他们的分歧的仲裁人，而施

韦泽也曾经同样公开地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

为了结束这场争吵，总委员会用尽了一切手段。它委托自己的

德国书记同施韦泽通信（过去也这样做过）；但是总委员会的一切

尝试都由于施韦泽无论如何都固执地把自己的专横霸权同宗派组

织一起保存下来而归于失败。

总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那时它公开干

预这场争吵将利多于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法国各委员会（尽管巴枯宁在里昂和马赛大力进行阴谋活，并

且把几个急性的青年人拉到了他那一边）像比利时总委员会（布鲁

塞尔）一样，宣布它们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这封指示信。

为日内瓦编制副本的工作拖延了一些时候（因为瑞士书记荣

克太忙）。因此，副本同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培

列给总委员会的正式信件在途中错过了。

还在收到我们的信以前，日内瓦就爆发了危机。“平等报”的某

些编辑起来反对巴枯宁所强加的方针了。巴枯宁和他的信徒（包括

六个“平等报”的编辑）想迫使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不服从命

令者的职务。但是，日内瓦委员会早已因巴枯宁的专横而感到苦

恼，并且对自己因他而卷入同其他瑞士德语区委员会，同总委员会

等等的磨擦而感到不满。因此，日内瓦委员会反而批准了对巴枯宁

所厌恶的那些“平等报”编辑的任命。于是六个巴枯宁的追随者退

出了编辑部，他们想这样来迫使报纸停刊。

７７４机 密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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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在给我们的回信中声明，“平等报”攻击

总委员会是违反它的意志的，它从来没有赞同该报所鼓吹的政策，

现在该报的编辑工作是在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之下，等等。

此后，巴枯宁从日内瓦返回德森。现在他只能——指在瑞士

——对“进步报”（勒 洛克尔）这一家报纸发生作用。

不久赫尔岑去世了。巴枯宁自从打算宣布自己是欧洲工人运

动的领导人的时候起，就背弃了他的老朋友和导师赫尔岑，而在赫

尔岑去世以后，却立即对他大肆赞扬起来。为什么？尽管赫尔岑自

己是一个很富的人，他每年还从同情他的俄国假社会主义的泛斯

拉夫主义派那里得到２５０００法郎的宣传费。３６５巴枯宁由于自己的

赞歌而获得了这笔钱财，于是——ｍａｌｇｒéｓａｈａｉｎｅｄｅｌ’ｈéｒｉｔａｇｅ

〔尽管他憎恶继承制度〕——却ｓｉｎ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ｏｉｎｖｅｎｔａｒｉｉ〔毫无限制

地〕开始占有了“赫尔岑的遗产”，既占有金钱的遗产，也占有精神

的遗产。

同时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俄国青年大学生流亡者的侨民团

体，他们真正忠于自己的信仰，并且用下面这一点证明了自己的忠

诚：他们把同泛斯拉夫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纲领的主要点。

他们在日内瓦出版了“人民事业”杂志。大约在两星期以前他

们找向伦敦，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纲领，并请求批准他们所成立的

国际俄国支部。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在另外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他们请求马克思临时作为他们

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意。①同时他们宣布——

似乎是向马克思表示歉意——不久他们就要撕破巴枯宁的假面

８７４ 卡·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４６３—４６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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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因为这个人采取两面派政策：在俄国采取一套，在欧洲采取完

全另外一套。

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

很快就要完蛋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８日

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０２年“新时代”

杂志第１５期（第２卷）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９７４机 密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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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

决议草案３６６

鉴于：

（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曾经将“蜂房报”作为总委员会的

正式的机关报，作为英国报刊中代表工人阶级运动的机关报推荐

给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国际各支部，建议它们订阅该报；

（２）“蜂房报”不仅常常从总委员会的正式报道中删去可能使

它的保护人不喜欢的某些决议，而且还用隐瞒的办法系统地歪曲

总委员会很多会议的内容；

（３）“蜂房报”，特别是在不久以前更换了所有者３６７之后，还继

续以工人阶级唯一的机关报自居，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小撮资

本家的机关报；这一小撮资本家妄图支配无产阶级运动，并利用它

作为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和党派目的的工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６日会议上一致决定

与“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并通过报刊将这一决议通知自己在英

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各个支部。

卡·马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３日提出

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１日“人民国家报”

第３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贴在总委员会记录簿

上的卡·马克思的手稿译的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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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簿中贴有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

成员的迫害”手稿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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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３６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

法国政府以最近臆造的阴谋为借口，不仅逮捕了本会巴黎支

部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而且还在它的报纸上进行诬蔑宣传，声

称国际工人协会是这一臆造的阴谋的同谋者。

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

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

且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

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然而，与此同时，章程也责成本会

所有支部公开进行活动。即使本会章程中没有这项特别规定，同工

人阶级合为一体的协会，其性质本身也是与任何形式的秘密团体

不相容的。如果说工人阶级，即构成各个民族的大多数、创造各个

民族的一切财富、甚至篡夺者的政权也总是力图用它的名义来掩

饰自己的统治的阶级，也在进行阴谋活动的话，那末它的阴谋活动

也是在公开进行，有如太阳之冲破黑暗，——它充分意识到：除了

它以外不可能存在任何合法的政权。

既然法国政府所宣布的阴谋的其余细节也如它对国际工人协

会的诋毁一样是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那末最近这次阴谋也一定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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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已经传为笑柄的前两次阴谋
３６９
相媲美。为对付本会法国各支

部而掀起的叫嚣和采取的暴力措施，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玩弄

全民投票的骗局。

卡·马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３日提出

１８７０年５月４日印成传单“国际工人

协会总委员会声明”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贴在总委员会

记录簿上的卡·马克思

的手稿译的，并根据传

单校对过

４８４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

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３７０

鉴于：

最近期间某个自称为“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在

伦敦的法国人团体在欧洲报刊上发表的若干呼吁、决议和宣言，被

算作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国际工人协会此刻正在受到奥地利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残酷迫

害，它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最不足为凭的理由作为进行这种迫

害的借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允许任何一个并不属于国际的

团体盗用它的名义进行活动，那就会使自己承担严重的责任；

总委员会兹声明：所谓的“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两年以

前已不属于国际，它与本协会的总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①。

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０日于伦敦

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０日提出

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４日“蜂房报”第４１８

号，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１日“平等报”第２１号和

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４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贴在总委员会

记录簿上的卡·马克思

的手稿译的

５８４

① 在总委员会批准本决议时，最后一句的末尾作了如下的修改：“不论与在伦敦

的总委员会，或与本协会在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支部均无任何关系。”——编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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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兹

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３７１

鉴于：

巴塞尔代表大会规定巴黎为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的集

会地点；

法国目前存在的制度使代表大会不能在巴黎举行；

然而为了准备代表大会的召开又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章程第三条责成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集

会地点；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应届代表大会

的集会地点移至德国，

总委员会在５月１７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届

代表大会于今年９月５日在美因兹召开。

卡·马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提出

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５日“人民国家报”

第４２号，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８日“平等报”

第２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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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３７２

曼彻斯特市斯托克波尔特路

摩宁顿街８６号

１８７０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接到施土姆普弗（美因兹）来信，信中谈到：

“李卜克内西委托我写信告诉你：由于国会选举恰好要在这个时候进行，

代表大会于１０月５日在这里召开会更好一些。斯图加特代表大会３７３在上

星期一也决定支持这个日期。大概已经委托盖布把这一点告诉你了。”

李卜克内西同国际的其他会员一样，至少是应该了解国际的章程的，章

程中写得很清楚：

“第三条 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

集会时间。”

我在总委员会里支持你们坚决要把代表大会移至德国举行的

建议时，当然认为你们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根据章程的规定，

根本不能谈改变集会时间问题。

施土姆普弗的来信中还有一个地方也决不能使人安心。

这个地方写道：

“我刚从市长那里回来。他要求有一个富裕的市民作担保，一旦施韦泽分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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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制造殴打事件而可能使供我们代表大会开会用的选帝侯的大理石大厅遭

到损失时，市府好得到赔偿云云。”

你们提出了美因兹、达姆斯塔德或曼海姆等城市，因而你们对

总委员会也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代表大会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

城市中举行而不致发生使全世界嘲笑国际、特倒是德国工人阶级

的丑事。我希望，在这方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在美因兹及美因兹郊区施韦泽分子和你们的人之间的人数对

比如何？

如果丑事不能避免，那就应当事先设法使责任落在肇事人身

上。应当在“人民国家报”、“未来报”以及其他我们可以利用的

德国报纸上揭穿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计划，揭露它在不能直接阻挠

国际代表大会在美因兹召开的情况下企图利用它的工具——施韦

泽组织——来破坏代表大会或阻碍大会安静地进行工作。一旦在

德国做到了这一点，总委员会就将设法在伦敦、巴黎等地发表类

似的消息。国际也可以同俾斯麦先生发生冲突，只不过不要像是

在 “原则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自发的“德意志民族工人大殴

打”那样罢了。

希望施土姆普弗同你们一起共同设法使代表们能有价廉的住

所。

Ｓａｌｕｔｅｔ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趁此机会向委员会致热烈的敬礼。自从福尔斯特的施韦泽分

子事先通知市长说他们打算发动殴打而市长对此听其自然之后，

这些老爷们同警察当局的联系就已经得到了证实。施土姆普弗也

许可以通过美因兹市长质问施韦泽分子，他们是否接到了“殴打”

８８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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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顺便说一下，早就应该在各地的报刊上揭露这些人是不折

不扣的警察的爪牙，如果他们又企图在什么地方进行“殴打”，那就

应该好好地回击他们。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这是不能容许的，但是

在这以前可以多教训他们几次，让他们吃个够。从附上的剪报（剪

报的内容在各报上都有转载）中可以看出，俾斯麦先生在英国报刊

上是怎样叙述这件事的。“北德通讯”——这是用韦耳夫基金创办

的俾斯麦的机关报。３７４

致热烈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１８７０年６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６日

“人民国家报”第５１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９８４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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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

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３７５

总委员会致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鉴于：

虽然拉绍德封的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选出了新的罗曼语区联

合会委员会，但是，这个多数只是表面上的多数；

日内瓦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对国际工人协

会始终如一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一贯按照协会章程办事，因

此，总委员会没有权利除掉这个委员会的名称，——

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８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设在日内

瓦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应当保留自己的名称，而设在拉绍德

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则应当选定任何其他的对自己合适的名称。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瑞士书记 海·荣克

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９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４日

“米拉波报”第５３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米拉波报”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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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

同盟歇业３７６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

和美国的男女工人们

工人同志们！

日内瓦的建筑业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绝

对自由”是劳动居民幸福的最好条件。为了使自己的工人能享受到

这种福气，他们在６月１１日决定采用英国发明的一种诡计，宣布

对目前仍在他们那里工作的３０００余名工人实行同盟歇业。

而对于不久前在瑞士成立的工会，日内瓦建筑业主则愤慨地

称之为英国的进口货。两年前，他们责难他们的工人缺乏爱国主

义，因为工人们企图把像限制工作日和固定小时工资这样的外来

植物移植到瑞士的土壤中来。他们丝毫不怀疑，这件事是出自恶

毒的煽动者之手，因为他们本地的工人当时还处于听天由命的

状态，自然只幻想着以每昼夜１２—１４小时的工作更多地折磨自

己，好得到主人认为应当付给的一点报酬。企业主们断言，受骗

的工人是按伦敦和巴黎的指示行事的；这完全像瑞士的外交官员

习惯于服从圣彼得堡、柏林和巴黎的命令一样。然而，无论是非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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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①还是威胁，都不能使工人相信：限制每昼夜工作时间为１０小

时和规定固定的小时工资会有损自由公民的尊严。同样，挑唆他们

采取某种暴力行动而使企业主能冠冕堂皇地对工会进行镇压的做

法也没有得逞。

最后，在１８６８年５月，当时的司法和警务部长康佩里奥先生

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工作日限制为冬季９小

时，夏季１１小时，工资每小时为４５至５０生丁。这项协议是在部

长参加下由企业主和工人签订的。１８６９年春季，一些企业主拒绝

对夏季１１小时工作比对冬季９小时工作支付更多的工资。于是又

重新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所有建筑工人的统一工资为每小时４５生

丁。这项协议虽然也明显地涉及到抹灰工和彩画匠，但他们还是

不得不继续在原先的条件下工作，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

以争取新的条件。这一年５月１５日，他们要求同其他行业有同样

的条件，并在老板们断然拒绝后，从第二个星期就开始了罢工。６

月４日建筑业主决定，如果抹灰工和彩画匠在６月９日前不复工，

就从６月１１日起对所有建筑工人宣布同盟歇业。这一威胁实现

了。但是企业主并不满足于解雇工人，他们还在公开的广告上号召

联邦政府用暴力解散工会②，并且把外国人驱逐出瑞士。
３７７
但是，

由于瑞士非建筑业工人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进行抗议，他

们要恢复“劳动自由”的高尚的和真正自由主义的企图遭到了失

败。

日内瓦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成立了一个管理被解雇工人事务

２９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法文版中不是“工会”，而是“国际协会”。——编者注

德文版中，在“无论是非难”这几个字后还增加了“还是劝诱”。——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委员会。一些同建筑业主签订了修建新房舍合同的房东认为这

些合同已被废除，便建议原先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工人继续工作下

去，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那样。这些建议立即被采纳了。

然而有许多单身工人匆忙地离开了日内瓦。而且仍然有２０００户左

右被剥夺了通常维持生存的手段。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

召文明世界一切正直的男女工人们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日内瓦

建筑工人反对资本专横的正义斗争。

       受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本·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１８７０年７月５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 霍耳博恩街２５６号     

卡·马克思写

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３９４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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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３７８

（１）总委员会要求各支部就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改变总委员会驻在

地是否适宜的问题给本支部代表发出正式指示。

（２）如果问题得到肯定的解决，总委员会则建议布鲁塞尔作为

上述年度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４日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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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

大会的议程３７９

１ 关于取消国债的必要性问题。讨论赔偿权问题。

２ 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３ 关于把土地所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实际措施（见注）。

４ 关于把发行银行变为国家银行的问题。

５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

６ 关于工人阶级必须按照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进

行全面的劳动统计的问题。

７ 由代表大会再次讨论关于消除战争的手段问题。

第３项注：比利时总委员会提出如下问题：

“采取实际措施在国际内部成立农业支部以及在农业无产者和其他工业

部门的无产者之间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包括在第３项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４日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２日印成传单“国际工

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并载于

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自由报”第１６２号

和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３日“人民国家报”第

６５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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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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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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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

发言的提纲３８０

一、引言。处决

自从我们上次开会以来，我们所讨论的对象芬尼亚运动已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运动接受了英国政府所给予的血的洗礼。

曼彻斯特的政治处决使我们想起约翰·布朗在哈帕尔斯渡口的遭

遇。①它们揭开了爱尔兰同英国的斗争的一个新时期。整个议会和

自由派的报刊要对此负责。格莱斯顿。

目的：保持伪善的外表，似乎这不是政治性的，而只是一种普

通的刑事犯罪。在欧洲，处决产生了恰好相反的印象。看来，英国

人还想保持长期议会所通过的法令３８１。他们赋予自己一种神圣的

权利，可以在爱尔兰国土上反对爱尔兰人，而任何一个爱尔兰人，

要在英国反对不列颠政府，就会被宣布为非法。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

Ａｃｔ
３８２
暂时停止生效。特别戒严。“纪事”周刊所举的事实。由政府

组织的“杀人和暴行”。３８３波拿巴事件
３８４
。

９９４

① 以下在原稿中删去一句：“不过，奴隶主们至少还把约翰·布朗当做一个叛乱

者，而不是当做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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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  题

什么是芬尼亚运动？

三、土 地 问 题

人口的缩减

年

年——８２２２６６４
年——５５７１９７１

     
     ２６５０６９３

２５年中共缩减  年爱尔兰人口为

２６５０６９３人   ５３１９８６７人

年——６６０４６６５
年——５５７１９７１

     
     １０３２６９４

１１年中共缩减

１０３２６９４人

不仅人口有所减少，而且同人口的总数比起来，聋哑人、盲人、

残废人、疯子和痴子的数量有所增加。

年到 年牲畜总数的增长

在 年到 年这些年中，牲畜总数增长的情况如下：牛

增加 头，羊增加 只，猪增加 头。如果我们注

意到在同时期中马减少 匹，并用 匹马折合 只羊计算，那

末牲畜增长的总数应为 头，即接近 万头。

这就是说， 个爱尔兰人为大约 万头牛、猪、羊所

排挤了。被排挤的爱尔兰人的情况如何呢？移民统计对这一问题

作了回答。

００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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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民

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移居国外的共计

１７３０１８９人。这种移民的性质。

由于农场的合并或扩大（逐出土地）以及同时变耕地为牧场，

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并将继续扩大下去。

从 年到 年农场总数减少了１２００００个，而面积１５

英亩到３０英亩的农场却增加了６１０００个，３０英亩以上的农场则

增加了１０９０００个（共计增加１７００００个）。农场总数的减少几乎完

全是１英亩以下的到１５英亩的农场消失的结果。达费林勋爵。①

大农场数目的增长只是表示，所减少的农场很大一部分成为较大

的农场。

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

（ａ）对人口所起的作用

人民群众的状况恶化了，已接近于危机，像１８４６年那样的危

机。当前的相对人口过剩已经像饥荒前一样严重。

从马铃薯歉收引起饥荒以来，工资提高不过２０％。而马铃薯

的价格却几乎提高了２００％；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则平均上涨了

１００％。克利夫·莱斯利教授在１８６７年２月９日的伦敦“经济学

家”上写道：

“在２１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二以后，目前几乎全岛的常规工资每天只有

１先令；而１先令目前所能买的东西并不多于２１年前用６辨士所能买到的。

１０５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

① 见本卷第６８６、６９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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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般食品价格的高涨，工人的生活比１０年前更坏了。”

（ｂ）对土地所起的作用

（１）播种面积的缩减

粮食作物面积的缩减： 饲料作物面积的缩减：

— 年——４７０９１７英亩 — 年——１２８０６１英亩

（２）各种作物每一法定英亩①的收获量的缩减。小麦的收获量

缩减了，而在 — 年这一段时期中收获量缩减得更多的是

（用确切的百分比来表示）：燕麦缩减１６３％，亚麻４７９％，芜菁

３６１％，马铃薯５０％。有几年收获量的缩减还更严重，而总的来

说，从１８４７年起，收获量是不断缩减的。

自从大规模移民以来，土地因不再施肥而变得贫瘠了，这部分

是由于农场疯狂地扩大，部分是由于在“谷地制”３８５的条件下，租佃

者多半不自己为土地施肥，而让他的雇农去施肥。地租和利润在收

获量减少的情况下也一样能增加。整个产量总的来说可能减少，但

是落入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手中而不归农业工人所有的、转变为剩

余产品的那一部分产品，以及剩余产品的价格，却会增加。

因此，结果是：本地居民逐步被排挤，民族生活的源泉——土

地逐步恶化和贫瘠。

扩大的过程

这一过程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进行得颇为迅速。扩大首先打击

的是１英亩以下的到１５英亩的那些农场。即使１００英亩以下的农

场全部消失，那时扩大的过程也还远远不会达到在英国那样的程

２０５ 卡·马 克 思

① 法定英亩是王国法律所规定的英亩，合４０４７平方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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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１８６４年的情况是这样：

全爱尔兰的面积，包括沼泽和荒地，共计２０３１９９２４英亩。全部

面积的３ ５，即 英亩，至今仍为 英亩以下的到 英亩

的农爆所占有，掌握在 个租佃者手中；２ ５的面积，即

８２２７８０７英亩，则为 英亩到 英亩以上的农场所占有，掌握

在３１９２７个土地所有者手中。这样，要被驱逐的（只算租佃者和他

们的家属）有２８４７２２０人。

这种制度就是１８４６年饥荒以及目前肉类和羊毛价格不断上

涨的自然的结果，这种结果更因谷物法的废除而加速产生３８６。

爱尔兰的清扫领地使爱尔兰成了英格兰的隔了一条宽阔的海

峡的农业区，——这里没有地主，地主们都和他们的家奴一起住在

英格兰。

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性质的改变

国家只是大地主的工具。逐出土地也被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惩

罚手段。（阿伯康勋爵。英国。苏格兰山区的盖尔人３８７。）英国原来

的政策：以英国移民（伊丽莎白时代）和圆颅党３８８移民（克伦威尔时

代）代替被排挤的爱尔兰人。女王安即位以后的十八世纪的经济政

策只须用英国对它自己的殖民地爱尔兰采用的关税保护办法就可

以说明；在这个殖民地的内部，则把宗教信仰变成为财产权的法律

基础。在实行合并３８９以后是苛刻的地租和土地中间人的制度，但是

爱尔兰人尽管受到极度严重的压迫，却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土地的

握有者。目前这种制度则是无声无息地、着着实实地进行着的一种

歼灭；政府只是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工具。

３０５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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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改变了的情况产生了：

１ 芬尼亚运动的特点：社会主义的运动，下层阶级的运动。

２ 运动的非天主教性质。

在解放天主教徒的斗争３９０及这一斗争的领袖丹尼尔·奥康

奈尔在爱尔兰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以前，起领导作用的一直是神甫。

英国人关于教皇政治的可笑的空谈。天主教的上层神甫们反对芬

尼亚运动。

３ 没有一个领导人作为代表选入英国议会。奥康奈尔暴力运

动的特点。议会中的爱尔兰党的退化。

４ 民族性质。欧洲运动的影响和英国的语言风格。

５ 美国、爱尔兰、英国——三个活动场所；美国的主导作用。

６ 共和运动，因为美国是共和国。

我在这里说明了芬尼亚运动的特征。

四、英国人民

人道和正义的问题，但首先是一个独特的英国问题。

（ａ）贵族和教会。军队。（法国，阿尔及利亚。）

（ｂ）在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对工资的影响等。英国人和爱尔兰

人性格的平衡。爱尔兰性格。爱尔兰人的自制。在爱尔兰国民教

育方面的尝试。犯罪数字的缩减。

爱尔兰的判罪

      受审讯者         判罪者

      年——１７６７８ １０４５４

      年——４３２６ ２４１８

４０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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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５年以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审讯者的数字所以减少，部

分是由于 年的刑事法；这一法律使法官在被告同意之下，有

权自己判处短期禁闭，而不必将他们的案件移交法庭开庭审判。

北明翰。英国人民的进步。英国报刊的卑鄙无耻。

（ｃ）对外政策。波兰等。卡斯尔里。帕麦斯顿。

五、挽救的办法

议会的无足轻重的措施是毫无意义的。

改革同盟的错误３９１。

破坏合并应成为英国民主党派的一个要求。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６日

左右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５０５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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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６日在伦敦德意志

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

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３９２

一

芬尼亚运动的特征是什么？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在爱尔兰血统

的美国人、即住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产生的。他们是发起人和领

导者。但是在爱尔兰本土，这个运动扎根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在下

层阶级中（这里至今仍是它的真正发源地）。这就是芬尼亚运动的

特点。在以前所有的爱尔兰运动中，领导人民的不是贵族，就是资

产者，而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有天主教神甫。在起义反对克伦威

尔的时候，领导者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氏族领袖和神甫，在对威廉

三世作战的时候，领导运动的甚至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

１７９８年革命的时候，领导者是奥尔斯脱的共和派新教徒（沃尔夫

·汤恩、菲兹吉拉德勋爵）３９３，最后，在本世纪，领导者是资产者奥

康奈尔，他依靠的是天主教神甫，而天主教神甫在过去除１７９８年

以外的历次运动中也都起过领导作用。芬尼亚运动被天主教神甫

革出教门。后者直到害怕因此而完全失去在爱尔兰人民群众中的

影响时，才停止和芬尼亚运动作斗争。

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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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英国人惊异的是：和过去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相比较，他们

认为目前的制度已经是温和的了。那末为什么正是在目前，矛盾表

现出这样特别尖锐而不可调和的形式呢？我要指出（这一点，甚至

对捍卫爱尔兰民族并拥护爱尔兰与英国分离的权利的那些英国人

来说，也是一个秘密），从１８４６年以来，压迫的形式虽然不那么野

蛮了，但实质上却是毁灭性的，而除了或者英国自愿给爱尔兰以自

由，或者作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三

至于过去的历史，那末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

样的事实。因此，我只指出其中几件事实，举出这几件事实，首先对

于解释目前和过去时代的区别，其次对于强调一下能够说明目前

称之为爱尔兰人民的那种东西的某些因素，都是必要的。

（ａ）新教改革以前英国人在爱尔兰

年。亨利二世。连爱尔兰的三分之一也未征服。名义上

的征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英国人）的礼物。大约经过了４００年

（伊丽莎白时代）（１５７６年），另一个教皇，格雷哥里十三，又从英国

人手里（从伊丽莎白手里）夺回了这点小小的礼物。３９４“英格兰佩

耳”３９５。首都——都柏林。一般的英国移民和爱尔兰人的混合，盎格

兽诺曼贵族和爱尔兰的首领们的混合。但是，总的来说，征服战争

７０５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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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得就像征服红种印第安人的战争（在早先时期）一样。１５６５年

以前（伊丽莎白以前），英国没有派援军去爱尔兰。

（ｂ）基督教时代。伊丽莎白。詹姆斯

一世。查理一世。克伦威尔。殖

民计划（十六——十七世纪）

伊丽莎白。计划是消灭爱尔兰人（至少到善农河为止）夺得

他们的土地，使英国移民住入这一地区等等。在和伊丽莎白斗争

中，仍然信奉天主教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和本地居民一起同英

国人作战。英国人公然承认的计划是：清洗岛上的本地居民，使

忠君的英国人移居该岛。他们只做到了安插土地贵族。自英国王

权手中取得没收来的土地的英国新教徒“冒险家们”（商人、高利

贷者），以及应被安置在本地英国人家庭让出的地产上的“贵族企

业主”。

詹姆斯一世。奥尔斯脱。（詹姆斯时代的殖民，１６０９—１６１２

年）。不列颠的企业主必须“在没收和窃取的土地上安排爱尔兰

人”。自 年起，爱尔兰人开始第一次被认为是英国的臣民，在

这以前，他们是“法外之民”和“敌人”，而爱尔兰议会３９６的权力没有

超出“佩耳”之外。同时对天主教徒实行迫害。

伊丽莎白向曼斯特殖民，詹姆斯一世向奥尔斯脱殖民，但是伦

斯特和康诺特尚未被清洗。查理一世企图清洗康诺特。

克伦威尔：爱尔兰的首次民族起义，及其再度被完全征服，部

分地再度殖民地化（ — 年）。

年的爱尔兰革命。 年 月，克伦威尔在都柏林登陆

（在他之后又有艾尔顿、兰伯特、弗利特伍德、亨利·克伦威尔）。

８０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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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爱尔兰已再度被完全征服。根据 年 月 日和

年 月 日的英国议会法令 瓜分战利品：政府本身、在

年战争中贷款 万英镑的“冒险家”、军官和士兵。“毫不容情

地铲除爱尔兰族的亚玛力人，重新让从未在此地居住过的英国清

教徒移民住入这些再次荒芜了的土地”。流血，破坏，使整个整个的

郡荒无人烟，将它们的居民移居别处，把许多爱尔兰人卖到西印度

群岛做奴隶。

克伦威尔通过征服爱尔兰而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

从此以后，爱尔兰人对英国人民政党就失去了信任。

（ｃ）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威廉三世。

第二次爱尔兰起义和有条

件投降３９８。 — 年①

那时，在爱尔兰的英国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在爱尔兰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从来不多于十一分之三，也不少于十一分之二。

年。查理二世开始庇护爱尔兰的天主教界并征募天主教

军。

１６８５年。詹姆斯二世给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完全自由。天主教

军成长起来；对它给以庇护。天主教徒不久就声明必须废除组织法

令，并恢复１６４１年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詹姆斯征集几个爱尔兰

团前往英格兰。

年。英国的威廉三世。 年 月 日，詹姆斯率领几

个爱尔兰士兵在金塞耳登陆。里美黎克向威廉三世投降， 年。

９０５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

① 在手稿中下面还有：“（１７０１）（女王安）”等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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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地破坏协定的行为在威廉三世时即已发生，而到女王安时更

是变本加厉。

（ｄ）爱尔兰被愚弄并受极大的屈辱。

年— 年 月 日

（α）让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自耕农或租佃农场主“殖民”于这个

国家的一切打算都放弃了。企图使德国和法国的新教徒移居。由

于英国实行保护关税和重商主义的制度，移居于各城市中的法国

新教徒（毛织品制造商）被赶走。

年。英爱议会（就像顺从的移民所应该做的那样）根据宗

主国的命令，对爱尔兰毛织品输出到别的国家实施禁止性关税。

年。就在同一年英国议会决定对爱尔兰产品输入英格兰

和威尔士课以重税，并完全禁止爱尔兰产品向其他国家输出。英国

给了爱尔兰工业一个致命的打击，使爱尔兰城市变得一片荒凉，迫

使居民回到土地上去。

威廉时代的（外来的）在外地主３９９。对在外地主的怨愤，自

年开始。

类似的抵制爱尔兰畜牧业的英国法律。

年：莫利纽的小册子４００拥护爱尔兰议会（即英国在爱尔

兰的殖民地）脱离英国人而独立。这样就开始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

民地和英格兰民族的斗争。同时，也展开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

和爱尔兰民族之间的斗争。威廉三世反对英国议会和英爱议会破

坏里美黎克协定和高尔威协定的无耻的企图。

（β）女王安（ — 年；乔治， 年以前）。

惩治法典４０１由英爱议会拟就并经英国议会批准。通过调整“财

０１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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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使爱尔兰天主教徒改信新教这种极可耻的手段。惩治法典的目

的：使“财产”从天主教徒手中转入新教徒手中，或者使“英国国教”

变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教育；个人权利的丧失，天主教徒都不得

当兵。）宣传天主教成为应处以苦役的刑事罪行，从新教改信天主

教成为叛国行为。天主教大主教被放逐；如果他在被放逐后重新回

来，将被控犯叛国罪而处绞刑，活活地剖膛挖肚，然后砍掉四肢和

头颅。企图强迫爱尔兰人民大众改信英国国教。天主教徒参加议

员选举的权利被剥夺。

这一惩治法典加强了天主教神甫对爱尔兰人民的权力。

穷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

在新教统治极盛和天主教衰落时期，新教徒在数量上并没有

超过天主教徒。

（ｅ） — 年。过渡时期

（α）在谈到这一过渡时期以前，让我们先看一看，英国恐怖手

段的结果是什么？

英国外来者溶化在爱尔兰人中间并改信天主教。

爱尔兰化了的英国人建立了城市。

不存在英国人移民区（除奥尔斯脱的苏格兰人移居地以外），

但是存在着英国的土地占有者。

北美的革命乃是爱尔兰历史中第一个转折点。

（β） 年不列颠军队在萨腊托加 斯普临斯向美国“暴乱

者”投降。不列颠内阁披迫对在爱尔兰的（英国）民族主义者的政党

作出让步。

年。关于容忍信奉罗马天主教者的法案（由英爱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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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的）。天主教徒仍然没有权利通过购买或租赁获得自由地

产４０２。

年。和大不列颠实行自由贸易。几乎所有加于爱尔兰工

业的限制都废除了。

年。进一步使惩治法典中的一部分条款停止生效。准许

信奉罗马天主教者获得自由地产，终身或世袭地占有，而不受限

制，并准许他们开办学校。

年。英爱议会获得平等权力。

年多— 年初。法国政府并吞比利时，英国决定对法

国开战，此后，惩治法典又有一部分停止生效。爱尔兰人可以获得

军队中团长的官衔，获得了选举爱尔兰议会的权利，等等。

年的起义。拜尔法斯特的共和派（沃尔夫·汤恩、菲兹吉

拉德勋爵）。爱尔兰农民尚未成熟。

英爱议会下院对 年通过的合并法令进行表决。英国血统

的爱尔兰人同英国人的斗争由于英国和爱尔兰的立法机构以及关

税制度的统一而告结束。殖民地反对非法的合并法令。

— 年

（ａ） — 年。在这段时期中（在战争结束４０３以后），

在爱尔兰人中兴起了和英国相同的解放天主教徒的运动（１８２９

年）。

从 年起，规定了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的独立，此后立即对

非爱尔兰生产的各种商品征收税款，其直接意图是让部分爱尔兰

人口可能使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得到部分的利用等。自从合并法令

一生效之后，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爱尔兰工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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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

毛纺织厂厂主      年——  ９１；   １８４０年—— １２

毛纺织厂中的雇佣工人 年——４９１８； 年——６０２

梳毛企业厂主 年——  ３０； 年——  ５

梳毛企业中的雇佣工人 年—— ２３０； 年—— ６６

制毯工场场主 年——  １３； 年——  １

制毯工场中的雇佣工人 年—— ７２０； 年——  

丝织机织工 年——２５００； 年——２５０

  基尔肯尼

毛毯企业厂主 年——  ５６； 年—— ４２

毛毯企业中的雇佣工人 年——３０００； 年——９２５

  巴布里干

开工的细棉布织机 年——２５００； 年——２２６

  威克洛

开工的手织机 年——１０００； 年——  ０

  科克

织带工人 年——１０００； 年—— ４０

细毛织工 年——２０００； 年—— ９０

针织工 年—— ３００； 年—— ２８

梳毛工 年—— ７００； 年——１１０

棉织品织工 １８００年——２０００； 年——２２０

如此等等。亚麻工业（奥尔斯脱）决不是一种补偿。

“有１４０００个工人从事工作的都柏林棉织工业被消灭了；３４００台丝织机

被消灭了；有１４９１个工人从事工作的斜纹布生产被消灭了；拉德腊姆的法兰

绒生产、基尔肯尼的毛毯生产、班登的厚毛布生产、瓦特福德的精梳毛织品生

产、休尔河岸卡里克的长毛呢和厚绒布的生产——全都被消灭了。剩下的只

有一种唯一的工业部门！…… 这一幸运的部门，合并法案没有给它带来致

命的打击，优惠的条件、特权和保护还对它进行鼓励，这一部门就是爱尔兰的

棺材生产。”（托·弗·米格尔的发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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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刚刚准备好要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就遭到了迎头痛击

而重新被变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

根据 年的最近一次普遍调查：

爱尔兰的农业人口

（包括所有茅舍贫农４０４和雇农以及他们的家属）……４２８６０１９

在７９８个城市中（其中有许多实际上只是市镇）…１５１２９４８

５７９８９６７

因而，（在１８６１年）将近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纯粹的农业人口，

如果加上外省的城市，实际上可能有七分之六。

既然爱尔兰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因此：“土地，就是生

命”（布莱克本法官）。土地成了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人民只有唯

一的一种选择：或是不惜任何代价租得土地，或是饿死。盘剥性的

地租制度。

“因此，土地所有人有可能强使别人接受他规定的条件，于是每英亩的租

金就在到５英镑，６英镑，８英镑甚至１０英镑。高得出奇的租金，低得出奇的

工资，贪婪而游手好闲的私有者将大规模的农场租给垄断的土地投机者，后

者又以五倍的高价分块租给只以马铃薯和白水充饥的、饿得半死的不幸者。”

全民性的饥饿状态。

英国的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爱尔兰粮食向英格兰输出

的这种垄断。在合并法令通过的头三年中，平均每年输出谷物约

３０万夸特。

年输出１００万夸特以上。

年（全年平均数字）为２５０万夸特。

付给在外地主的租金和抵押利息的总数（１８３４年）超过３０００

万美元（约合 万英镑）。土地中间人积累了财产，他们不愿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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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财产投资于改善土壤；而在压抑工业的制度下，也不可能用来

投资于机器等。因此，他们的全部积累都转到英格兰去投资了。英

国政府所公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证明，英国的有价证券从英格兰转

到爱尔兰，也就是说，爱尔兰资本在英格兰的投资，在 年实施

自由贸易以后的 年中，已达数百万英镑；这就是说，为了建立

“不列颠的宏伟的企业”，爱尔兰被迫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

的资本。

大量的猪及其输出。

— 年。爱尔兰人口从 人增加到

人

１０年中共增加 ４０７８３７ …………………………………………………

同时期中移民：（每年略多于４００００人） ４５０８７３ ………………………

８５８７１０

奥康奈尔。合并取消运动。同辉格党人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

定４０５。各个地区的饥荒。关于起义的法令，关于武器的法令，高压

法。

四

最近２０年间（从１８４６年起）。

爱尔兰的清扫领地

以前常常在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发生饥荒。目前到来的是普

遍的饥荒。

这一新的阶段是由马铃薯病害（１６４６—１８４７年）、饥荒、以及

随之而来的大批移民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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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００万人以上死亡，其中一部分直接死于饥饿，一部分死于

（饥饿所引起的）疾病。从１８４７年到１８５５年的９年中，移居国外的

有 人。

旧的农业制度的改变最初是抛弃土地的自然结果。人们纷纷

逃亡（一些家庭合资把最有为的青年送往国外）。因此，小块租佃的

土地自然地合并起来，农业为畜牧业所代替。

但是，很快又产生了另一种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上述这一切

就变成了一种有意识、有计划地实行的制度。

首先，而这也是主要的：爱尔兰灾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谷物

法的废除。由此，爱尔兰的粮食就丧失了平常年代它在英国市场上

享有的垄断地位。粮食的价格下跌了。偿还地租已不可能。同时，

在最近２０年中，肉类、羊毛和其他畜产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英国

毛纺织工业的空前高涨。养猪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旧的制度相联

系的。目前，开始特别繁殖得多的是羊和牛。爱尔兰现在失去了英

国市场，就像过去由于合并法令而失去自己本土的市场一样。

在这方面不断起作用的还有以下一些次要的因素：

其次，英国农业方面的改造；在爱尔兰——则是对这种改造的

一种讽刺。

再次，爱尔兰人迫于饥饿而逃亡到英格兰，因此利物浦、曼彻

斯特、北明翰和格拉斯哥的所有地窖、贫民窟和习艺所都挤满了饿

得奄奄一息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年），根据这一法案，爱尔兰地主必须救济住在他的领地上的

贫民（英国的济贫法推广到了爱尔兰）。因此，大半都负债累累的爱

尔兰的（特别是英国的）地主，就企图摆脱这些人，清扫自己的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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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积债地产法令（１８５３年）：

“地主宣告破产，因为他无法收得地租，但同时却必须为维持穷邻居的生

活而付出大量税款。他的土地由于贷款而担负了很重的抵押和支付义务（这

些贷款他是在食物价格高涨的时候得到的），而他已无力偿付贷款的利息；于

是颁布了一项法律，它规定财产可以立即拍卖，拍卖所得分给债权人。”

由于这种情况，在外地主（英国的资本家、保险公司等）以及过

去那种土地中间人等等的数目都增加了，后者希望在经济方面按

现代化的方式来经营管理。

排挤租佃者部分是采取双方就废除租约达成友好的协议的方

式。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却是采取大规模驱逐的方式（由《ｃｒｏｗｂａｒ

ｂｒｉｇａｄｅ》——“橇棍队”强制执行，他们的做法是先把屋顶掀掉），

强制性驱逐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政治惩罚手段。）这从１８４７年起

一直继续到现在（阿伯康，爱尔兰总督）。非洲式的袭击（非洲小酋

长那种袭击）。（人民被逐出土地。城市中挨饿的人口急剧增加。）

“租佃者成批地同时被从茅舍中赶走…… 这一行动是由地产代理人来

指挥的。大批的警察和士兵被调来完成这一行动。在警察和军队的保护之下，

‘橇棍队’开进要毁灭的村庄，占领住房…… 早上，太阳升起时还是好好的

一座村庄，傍晚，太阳落山时已是一片荒凉了。”（“高尔威报”）１８５２年（阿伯康）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种制度对爱尔兰的土地起什么作用，

那里的条件是同英格兰的条件完全不同的。

— 年播种面积的缩减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缩减      饲料作物播种面积的缩减

 — 年——４２８０４１英亩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１０７９８４英亩

 年 ——  ４２８７６英亩   年 ——２００７７英亩
      
    共计………４７０９１７英亩     共计………１２８０６１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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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法定英亩上各种农作物收获量的减少

— 年间，收获量的减少以准确的百分比表示是：燕

麦——１６３％；亚麻——４７９％；芜菁——３６１％；马铃薯——

５０％。在某几年中，收获量减少得更多，但总的来说，从１８４７年起，

收获量是不断下降的。

每一法定英亩经调查的平均收获量

小麦 马铃薯 亚麻

（单位：夸特） （单位：吨） （单位：口石，每口石为１４磅）

  年——１２５ ５１ ３８６

  年——１１３ ２９ ２４９

  爱尔兰过去输出过大量小麦，而现在据说只适宜于种植燕麦

（ｏａｔｓ）了（每一英亩的燕麦收获量也在不断减少）。

事实上： 年爱尔兰只输出了１３２５０夸特小麦，而输入的

却有４８５８９夸特（即几乎达四倍之多）。爱尔兰输出的燕麦约１００

万夸特（值１２０１７３７英镑）。

自从大规模移民开始以来，土地就没有施肥而变得贫瘠了。这

部分是由于农场疯狂地扩大，部分是由于在“谷地制”４０６条件下，

租佃者大多只让他的雇农去施肥，而不是自己去做。地租和利润

（在租佃者不是农民的地方）在即使收获量减少的情况下也一样可

以增加。总的产量可能减少，但是变成归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所有

的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却越来越多。而剩余产品的价格是会上涨

的。

因此，使地力（逐渐）耗竭，就像古罗马人在西西里岛所做的那

样（在埃及ｄｉｔｔｏ〔也如此〕）。

我们就要谈谈牲畜，但是让我们先来说一说人口。

８１５ 卡·马 克 思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人口的缩减

年——５３１９８６７人； 年——８２２２６６４人； 年

——６５１５７９４人； 年——５７６４５４３人。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到１８７１年就会是５３０００００人，也就是比１８０１年时还少。但是我在

下面就要指出，即使移居国外者所占的百分比不变，１８７１年的人

口数也还要更少一些。

移  民

当然，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缩减的原因。从 年到

年，爱尔兰人移居国外的有１９９０２４４人，即将近２００万人。

（真是闻所未闻！约占 — 年间联合王国移民总数的五分

之二；总数为４６５７５８８人。）从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４１年这一段时期内，移

居国外的几乎占这十年间人口增长总数的一半。从１８４７年起，移

居国外的又大大地超过这一数字。

但是，单用移民还不足以说明从１８４７年以来的人口的缩减。

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的缩减

在 — 年间，这种（每年的）增长为每年１１％或大约

１１ １０％。如果 — 年间人口数字也按这一比例增长的话，

那末到 年，就应该是９０７４５１４人了。但是实际上却只有

６５１５７９４人。这就是说，相差２５５８７２０人。其中移居国外的有

１２７４２１３人。还差１２８４５０７人。有１００多万人死于饥饿。但这还不

足以抵销１２８４５０７人这一差额。因此，１８４１—１８５１年间人口的自

然增长显然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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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年到 年 年间情况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没

有发生饥荒。人口总数从６５１５７９４人减少到５７６４５４３人。减少的

绝对数字为７５１２５１人。但是在这一段时期中，移居国外的有

１２１００００人以上。也就是说，１０年间人口的增长约为４６００００人，因

为７５１２５１人＋４６００００人等于１２１１２５１人，即在这一段时期中移

居国外的人数。移居国外的人数几乎达到人口增长数的三倍。每

年增长的百分比为０７％（７１０％），比１８３１—１８４１年间的１１％

要低得多。

理由很简单。由出生形成的人口的增长，主要取决于２０岁至

３５岁这一部分人和其他年龄的人们的比例。２０岁至３５岁这一部

分人和联合王国人口的比例约等于１∶３９８或２５０６％，而在移

居国外的人们中，这种比例即使在现在也约等于１∶１８９或

５２７６％。在爱尔兰，这种百分比大概还更高些。

居民体质的恶化

在１８０６年，人口总数为５５７４１０７人，男子比妇女多５０４６９人；

而在１８６７年，人口总数为５５５７１９６人，妇女比男子多。同时，居

民中的聋哑人、盲人、疯子、痴子和残废人的数字，不仅相对地

而且绝对地增加了。以１８５１年和１８６１年相比，可以看出，人口

虽然大大减缩，聋哑人的数字比原来的５１８０人增加４７３人；残废

人比原来的４３７５人增加２２５人；盲人比原来的５７６７人增加１０９２

人；疯子和痴子比原来的９９８０人增加４１１８人这样一个极大的数

字——也就是说，到１８６１年，虽然人口减少，疯子和痴子却达

１４０９８人。

０２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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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资

从马铃薯引起饥荒以来，工资提高不超过２０％。而马铃薯的

价格却几乎提高了２００％，日用必需品（食品、煤等）的价格则平均

上涨了１００％。

克利夫·莱斯利教授在 年 月 日的“经济学家”上写

道：

“在２１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二以后，目前几乎全岛的常规工资每天只有

１先令；而目前１先令所能买的东西并不多于２１年前用６辨士所能买到的。

由于一般食品价格的高涨，工人的生活比１０年前更坏了。”

各个地区的饥荒，特别是在曼斯特和康诺特。

小后主不断破产。外省城市的衰落等。

过程的结果

在 — 年这一段时期中，有１０３２６９４个爱尔兰人被

９９６８７７头牲畜（牛、羊、猪）所排挤。这正是这一时期中牲畜增加的

数字。这一时期马的数量的减少（减少２０６５６匹）由相当的羊的数

量来平衡（以１匹马折合８只羊计算），因之这一数字已从增长的

数字中扣除。

农场的扩大

从 年到 年：农场总数减少了１２万。（从１５英亩到

３０英亩以及３０英亩以上的农场的数目增加了。）因此，缩减首先

触及的是１英亩到１５英亩的农场。

在１８６１年，将近３ ５ 的土地面积（爱尔兰的总面积为

１２５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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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１９９２４英亩），即１２００万英亩，掌握在有１英亩到１００英亩土

地的 个租佃者手中。

约有２ ５的土地（８００万英亩）是以１００英亩到５００英亩的地

块或以更大的地块出租的（租佃者 人）。

农场扩大的过程正在以全速进行着：奥尔斯脱（亚麻种植业，

租佃者——苏格兰新教徒）。

“泰晤士报”等为这种制度公开向阿伯康总督祝贺。他本人就

是一个这样的毁灭者。达费林勋爵：人口过剩等。①

因此，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米格尔、亨尼西、“爱尔兰人报”。

爱尔兰犯罪数字的缩减

受审讯者

１８５２年——１７６７８

１８６６年—— ４３２６

判罪者   

１０４５４   

 ２４１８   

五

合众国和芬尼亚运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６日

左右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２２５ 卡·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６８６、６９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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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爱 尔 兰 史４０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０年５月—

７月上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１９４８年版第１０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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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条 件

欧洲的西北角有一个国家，它的历史我们将要加以研究，这是

一个面积为１５３０平方德里或３２５００平方英里的岛屿。而在爱尔兰

和欧洲的其余部分之间还有一个三倍大的岛屿，为简便起见，我们

通常称它为英格兰；这个岛屿从北、东和东南三面环抱爱尔兰，只

在朝向西班牙、法国西部和美洲方面给它留下一个空隙。

把这两个岛屿分隔开来的一条海峡，南部最狭窄处是５０—７０

英里，北部有一处是１３英里宽，另一处是２２英里宽，所以在北

部，爱尔兰的苏格人早在公元五世纪以前就移居到邻岛，并在那

里建立了苏格兰国。南部的海峡太宽，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的小

船都无法通过，甚至对罗马人的近海航行的平底船来说，也是一

种严重的障碍。但是，一到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

及后来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大胆地坐上龙骨船驶进一望无边的大海

时，这个海峡就不再成为障碍了；爱尔兰遭到了斯堪的那维亚人

的海盗式的侵袭，并且成了英格兰人的唾手而得的猎物。而一当

诺曼人在英格兰建立起统一而强大的政权以后，这两个相邻的岛

屿中较大的一个岛屿就开始显示出它的作用，——当时这就意味

着征服战争。４０８

此后，在进行这一战争时，英格兰取得海上霸权的时期来到

了，这就使任何旁来的干预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５２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最后，既然较大的岛屿完全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末这个国

家自然也就力图把爱尔兰完全同化。

这种同化如果真的成功，它的进程就应完全归入历史领域。这

一进程应由历史来判决，但是要回到过去却已经不可能了。而既然

在七个世纪的斗争以后同化并没有成功；既然在征服者对爱尔兰

接连不断地进行冲击的每次新的浪潮之后，反而是他们自己被爱

尔兰所同化；既然爱尔兰人直到现在也并没有成为英格兰人或者

所谓的“西不列颠人”，就像只受了一百年压迫的波兰人并没有成

为“西俄罗斯人”那样；既然斗争还没有结束，而且除了消灭被压迫

的ｒａｃｅ〔种族〕，也没有可以用别的方式来结束这一斗争的征兆

——那末，任何地理上的借口都不能证明征服爱尔兰乃是英国的

天职。

为了了解现代爱尔兰的土壤性质，我们必须谈谈远古的时代，

谈谈形成所谓石炭层的那个时代。①

爱尔兰的中部，由都柏林到高尔威一线南北两面，是一片辽阔的

平原，平均高度为海拔１００—３００英尺。这一平原，或者说，全爱尔

兰的主要平面，是由一层极厚的石灰岩构成的。这石灰岩是石炭系

的中部（炭质石灰岩，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它的上面，无论在

英格兰或其他地方，都紧挨着含煤层（真正的煤系，ｃｏ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６２５ 弗·恩 格 斯

① 本文中有关地质方面的材料，除另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约·比特·朱克斯

“地质学课本”１８６２年爱丁堡新版（ＪＢｅｅｔｅＪｕｋｅ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ａｎｕａｌ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６２）。朱克斯是当地爱尔兰地质研究部

门的主席，因此，在他特别有研究的这个领域中，他是第一流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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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爱尔兰史”手稿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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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部和北部，这一平原均为山脉所环绕。山脉大部分紧贴海

岸，几乎完全由出露于石灰岩下面的更古老的岩层（花岗岩，云母

片岩，寒武纪、寒武志留纪、上志留纪和泥盆纪的岩层）以及石炭系

最下部的泥质页岩和砂岩构成，后者含有大量的铜和铝，并含有少

量的金、银、锡、锌、铁、钴、锑和锰。

只有在少数地方，山才是由石灰岩本身构成。一处在平原中

部，在女王郡４０９，高达６００英尺，另一处在西部，在高尔威湾南岸，

高达１０００英尺（巴伦山）。

在石灰岩平原南半部的某些地方，可以看到单独的、由含煤层

构成的山脊，高度为海拔７００—１０００英尺，规模相当大。这些山脊

位于石灰岩平原的槽状盆地，它们呈坡度十分陡峭的高原耸立在

这些盆地中。

“这些彼此相隔很远的石炭系山脉的山坡非常相像，而且组成这些山坡

的岩层也完全一样，因此，只能认为它们最初是以连绵不断的带状延伸于整

个这个地带，虽然现在它们彼此相距６０—８０英里…… 这种观点由于以下

两点更可以证明是正确的：首先，在现存的煤层之间，常常可以看到单独的小

丘，它们的顶部也由石炭纪岩层构成；其次，凡是石灰岩平原下沉至现代地平

面以下的地方，洼处充填的均是石炭系的最下部岩层”（朱克斯“地质学课本”

第２８６页）。

一些别的情况（可参看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２８６—２８９页。

这里再多引证就失之于过分详细了）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一个事实：

整个爱尔兰中部平原，正如朱克斯所说，是因剥蚀作用而形成的，

即在石炭纪岩系以及石灰岩层上部被冲刷以后（厚度至少平均为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英尺，也可能为５０００—６０００英尺），外表便出露了

主要是石灰岩的下部岩层。甚至在纯粹由石灰岩组成、高达１０００

英尺的巴伦山（克勒尔郡）的最高峰，朱克斯也发现了不大的石炭

９２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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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积层（第５１３页）。

因此，在爱尔兰南部，至今还存在着几条相当大的石炭岩带；

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才有蕴藏量值得开采的煤层。而

且这种煤还是无烟煤，就是说，含氢不多，因而，不掺别的混合物往

往就不能供工业上使用。

爱尔兰北部也有几个煤层，它们并不太大，但是含有树脂煤，

即通常那种含有大量的氢的煤。这里岩层的分布和在南方煤矿区

所看到的不大一致。不过即使在此地，也发生了石炭系的冲蚀过

程，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位于这样的一个煤层东南

方的石灰岩河谷的表面，向贝耳特贝特和莫希耳的方向，可以看到

属于同一层系的、混有砂岩和蓝色垆坶的大煤块。在这个地区的冲

积土壤中挖井的人，常常遇到巨大的煤块，而且有时数量很多，看

来再向下挖就会挖到煤层。（凯恩“爱尔兰的工业资源”１８４５年都

柏林第２版第２６５页４１０）

可见，爱尔兰的不幸起源于远古的时代；这种厄运从石炭系岩

层一形成就开始了。一个国家，煤层被冲蚀，而又紧邻一个煤产丰

富的大国，因此好像大自然本身已经作出这样的判决：面对着这一

未来的工业强国，它只好长期保持为一个农民国家。这个千百万年

前所作的判决，直到我们的时代才执行。而且，我们后来还看到，英

国人还帮助了大自然，差不多每当爱尔兰工业一萌芽，他们就立即

横暴地加以摧毁。

较晚的地层，第二世和第三世的地层４１１，几乎只有在东北部才

能看到；在这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拜尔法斯特附近含有厚

达１００英尺的相当纯净的岩盐层的考依波层（朱克斯“地质学课

本”第５５４页），以及布满整个安特林郡而同时却为玄武岩层所掩

０３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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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的白垩。总的来说，爱尔兰的地质发展史从石炭纪末直到冰期是

中断了。

大家知道，在第三世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欧洲中纬地带，

所有平原都为海水所淹没，当时欧洲很冷，由露出水面的山所构成

的岛屿间是一片冰川，这些冰川直流入海。冰川中分出来的冰山，

带着从山上冲下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流向大海；每当冰一融化，这些

石块以及所有从陆地上带来的东西就都沉入海底。这一过程，在极

地国家的沿海一带直到目前还每天在进行着。

在冰期，爱尔兰除山峰以外，也都沉没在海水中。沉没的深度

在各个地方大概不一样，但是平均可以认为比目前的水平面低

１０００英尺；都柏林以南的花岗岩下沉了大约１２００英尺以上。

就假定爱尔兰只下沉５００英尺，那末它也会只剩下由山脉所

构成的两组岛屿，它们形成两个半圆形，围绕着一条从都柏林到高

尔威的宽广的海峡。如果下沉得更深，岛屿的面积就会缩小，数目

也会减少，而在下沉２０００英尺时，水面上就会只剩下那些最高的

山峰了。①

在岛屿缓缓下沉时，石灰岩平原和山坡上的各种古代的岩层

不可避免地被冲刷掉了，以后在被海水淹没的地带就开始沉积下

为冰期所特有的“冲积沙”。陡峭的岛屿的风化物，以及磨蚀成碎屑

的岩块（这些岩块是被在河谷中缓慢而沉重地向前移动并且冲刷

着河谷表面的那些冰川所剥落的）——泥土、砂砾、大小石块（这些

１３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① 在爱尔兰的３２５０９平方英里的面积中，海拔２５０英尺以下的占１３２４３平方英

里，２５１英尺到５００英尺的占１１７９７平方英里，５０１英尺到１０００英尺的占５７９８

平方英里，１００１英尺到２０００英尺的占１５８９平方英里，２００１英尺以上的占８２

平方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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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砾，在冰的里边的都被磨光，在冰的面上的则带有锋利的棱角），

这一切都被沿岸分裂下的冰山带入海洋，以后就逐渐沉入海底。这

样形成的岩层，由于情况不同，有的是（由泥质页岩形成的）垆坶，

有的是（由石英和花岗岩形成的）砂土，有的是（由石灰岩形成的）

石灰岩砾石，有的是（由垆姆和细碎的石灰岩混合成的）灰泥，有的

则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这一岩层都

含有许多较大的圆形石头或尖角石块，甚至还有很大的漂砾，这种

大漂砾，在爱尔兰比在德国北部低地或阿尔卑斯山脉与汝拉山脉

之间更为多见。

以后，陆地重新露出海面，这一新形成的表面已具有现代的形

状（至少是大致上与此相似）。同时，爱尔兰表面的冲刷过程看来并

不剧烈，除了少数地方以外，厚薄不等的一层冲积砂复盖着整个平

原地区，沿山坡伸展到所有的谷地，甚至在山坡高处也可以看到它

们。在冲积砂中间所看到的石头多半是石灰岩，因此这整个岩层一

般就称为石灰岩砾石（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ｇｒａｖｅｌ）。在整个低地也散布着许

多巨大的石灰岩块，几乎每一块平地上都可以看到一块或好几块；

自然，在山脉附近，除了石灰岩，还有大量的来源于这些山脉的本

地岩石，特别是花岗岩。从高尔威湾北岸起，在东南走向的平原上，

直到加耳蒂山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花岗岩，而朝马洛（科克郡）

的方向，花岗岩则只能在个别地方看到。

这一国家的北部，也像中部平原一样，复盖着达到同样海拔高

度的冲积砂。南部，在横贯其间的几条近乎平行的山脉之间，我们

发现，当地岩层的沉积是相似的，其中多半属于志留系。这些地层

尤其是在靠近基拉尼的弗累斯克河和郎河河谷间可以大量看到。

山坡上和谷地底部的冰川遗迹主要是在爱尔兰西南部，分布

２３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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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广，也极明显。就我记忆所及，只有在上哈斯利和瑞典的某几个

地方，我才看到过比在基拉尼附近（在黑谷和丹洛狭谷）看到的轮

廓更为鲜明的冰川遗迹。

冰期或冰期以后，地面大概有极大的升高，不列颠曾经有一个

时期不仅和大陆而且和爱尔兰都有陆地相连。看来只有这样才能

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有同样性质的动物化石群。在爱尔兰绝种的

大哺乳动物，和大陆上一样，有毛象、爱尔兰大角鹿、洞熊、变种驯

鹿等。的确，地面只要比目前升高不到２４０英尺，爱尔兰和苏格兰

就会由一条宽阔的陆地连接起来，只要升高不到３６０英尺，爱尔兰

和威尔士也会这样连接起来。① 爱尔兰沿岸到处都是内有直立的

树桩和树根的水底泥炭沼泽，同时，它们和相邻的内地各地区泥炭

沼泽的底层完全相同，这证明，在冰期以后，爱尔兰的地面曾经有

一个时候比目前要高。

所以，爱尔兰的土壤（我们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几乎全是由冰

期的“冲积砂”形成的，而在这里，它们由于来源于页岩和石灰岩，

形成一层极为肥沃而疏松的垆坶土壤层，它不同于苏格兰、斯堪的

那维亚和芬兰的那种由于花岗岩破碎而形成的贫瘠的砂质冲积

层，——复盖着德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冲积层即属于后者。爱尔兰的

土壤过去和现在不断获得各种各样的岩石破碎后的产物，这就保

证它有相当数量的为植物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如果

说在开垦的地层中往往缺乏一种矿物质，即缺乏石灰，那末（且不

论地下的硬质石灰岩层）到处都是的许多较大的石灰岩块就可以

３３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① 见１８６８年出版的施梯勒编的地图教本４１２图１５ａ。这个图和爱尔兰详图（ １５ｄ）

都很清楚地显示了地面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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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费力地把这种矿物质补充到土壤中去。

著名的英国农学家阿瑟·杨格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在爱尔兰

旅行时，竟不知道，他是应该对爱尔兰土地的肥沃，还是应该对农

民以原始的方式使用土地更感到惊奇。凡是有好地的地方，多半都

是“疏松、干燥、柔软、含砂极多的垆坶土壤”。在梯培雷里的“黄金

谷”以及其他地方，杨格找到了

“就是我曾经称之为对农业再好不过的土壤的那种略带红色的砂质垆

坶”。由此往克郎梅尔的方向“到处是厚厚的一层我常提到的那种红色砂质垆

坶。我在不同的地方研究过这种土壤，发现它非常肥沃；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

适宜于种芜菁的土壤。”

接着，他写道：

“肥沃的土地从位于山麓的查理维耳一直伸延到梯培雷里〈城市〉，其间

经过基耳芬楠，这是一条长２５英里宽（从阿德帕特里克至离里美黎克４英里

的地方）１６英里的地带”。——“靠近阿德尔的梅格河上的《Ｃｏｒｃａｓｓｅｓ》的土

壤是最富饶的。这是一条长５英里宽２英里的地带，位于梅格河下游至流入

善农河处…… 这块土地在开垦以后最初种上燕麦，每英亩收获量是２０琵

琶桶〈每琵琶桶合１４口石，即１９６磅〉即４０普通桶，这还不算是特别的丰收；燕

麦一连种植十年到十二年都不会减产；接着种一年豆类，就能使土壤大为改

良，这样又可以一连收十年燕麦；豆类带来极好的收成…… 在别处听到过

这样的原始方式吗？”

接着，关于里美黎克郡的奥利维尔堡地区，他写道：

“这里最好的土壤是在山脚下；这是一种最好的饱含腐植的松软的砂质

垆坶，厚一英尺半到三英尺，颜色为红棕色。这种干燥的土地极适宜于种植芜

菁、葫萝卜、白菜，一句话，什么都合适。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我所见到过的

最肥沃的土壤，它适宜于种植可以想到的任何一种东西。在这种土地上可以

育肥最大的公牛，也同样适宜于养羊，耕作，种植芜菁、小麦、豆类等一切。只

要亲自研究了这种土壤，就会相信，这种看来非常贫瘠的土地竟会这样富饶

和肥沃。”

４３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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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靠近马洛的黑水河边，

“有一片宽四分之一英里的平原，到处长着茂密的青草。这是我所看到过

的最好的砂质土壤，颜色为红棕色；如果加以垦殖，它能带来世界上最好的收

成。土壤厚达五英尺，虽然用它可以烧成极好的砖，但它还是一种纯净的砂

土。沿河两岸，从发源地直至入海口，风景都很优美，土地极为富饶。”——“这

里常常可以看到疏松的砂质垆坶，它是干燥的，但很肥沃，它是这个国家中最

适宜于农业和养羊业的土壤。在梯培雷里和罗斯考门，这种土壤特别多。最肥

沃的土地是里美黎克、善农河岸、克勒尔郡的牧牛场，即所谓Ｃｏｒｃａｓｓｅｓ… 

在英国常见而在整个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波兰——从直布罗陀直到彼得堡

——更为常见的那种砂土，在爱尔兰，除了沿岸狭窄的砍丘地带以外，是从来

看不到的。至于白垩土壤，我在那里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而且没有听人说起

过。”①

杨格对于爱尔兰的士壤作了如下的结论：

“如果要我说明最好的土壤应具有哪些特征，那我就说：这种土壤应该能

育肥公牛，同时又能使芜菁有好的收成。可是，据我所记得的，这种土壤在英

格兰非常之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相反，这种土壤在爱尔兰却颇不少见。”

（第２卷第２７１页）——“以一英亩爱尔兰土壤和一英亩英格兰土壤相比，爱

尔兰的肯定比英格兰的肥沃。”（第２卷第２部分第３页）——“如果要我判断

这两个王国土壤的优劣，那就得承认，爱尔兰的土壤要好得多。”（第２卷第２

部分第１２页）

１８０８—１８１０年，英国的一位农学专家爱德华·威克菲尔德也

在爱尔兰作了旅行，他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写成了一部极有价值的

著作②。他的笔记做得较好，比杨格的旅行笔记更有系统，也更为

５３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①

② 爱德华·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两卷集１８１２年伦敦版

四开本（《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Ｗａｋｅ

ｆｉｅｌ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２，２ｖｏｌ，ｉｎ４°）。

阿瑟·杨格“爱尔兰旅行记”三卷集１７７…年伦敦版（《ＡＴｏｕｒｉ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ｂｙ

ＡｒｔｈｕｒＹｏｕｎｇ３ｖｏ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以上几段引自第２卷第２８、１３５、１４３、

１５４、１６５页及同卷２部分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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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总的来说，这两位作者的意见是吻合的。

威克菲尔德看到，总的来说，爱尔兰各个地区在土质方面，没

有什么大的差别。砂土只有沿海才有（内地很少砂土，以致为了改

良泥炭土壤和粘土土壤，必须运入大量的海砂）；爱尔兰没有白垩

土壤（正如上面提到的，在安特林，白垩层为玄武岩层所掩盖，后者

的风化物构成了特别肥沃的可耕地，而在英格兰，白垩却形成最坏

的土壤）；“在牛津郡、在艾塞克斯的某些地区以及在整个上萨福克

所看到的那种粘性土壤，我在爱尔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

爱尔兰人把所有垆坶土壤都叫做“粘土”（ｃｌａｙ）；也可能爱尔兰有

真正的粘土，但无论如何决不像英格兰某些地方那样位于上部岩

层。石灰岩和石灰岩砾石在爱尔兰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石灰岩

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很容易把它变成财富的源泉，任何时候都能加

以利用。”的确，山和泥炭沼泽大大地缩减了肥沃的土地面积。在北

方，肥沃的土地并不多，但是即使在这里，在每一个郡里，也都可以

看到一些极其富饶的河谷，甚至在位于最北部的多尼果耳，在最荒

凉的山区，威克菲尔德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非常肥沃的地带。在北

部，亚麻种得极好，这本身就足以证明那里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

因为这种植物在贫瘠的土地上是从来也长不好的。

“爱尔兰的大部分地面长着茂密的青草，它们几乎是直接长在坚硬的石

灰岩层上的。我曾经看到一块只有几英寸厚的地，连雨季在上面跑马也不留

蹄印，却能很快把公牛养到１４公担重。这是爱尔兰的肥沃土壤中的一种，在

罗斯考门以及高尔威和克勒尔等地的某些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有

我所看到过的耕地中最为肥沃的垆坶；特别是在整个米斯郡。在这些地方，土

壤非常肥沃，似乎大自然有意要补偿当地居民因采用原始耕作方法而遭到的

损失。——善农河畔和菲格斯河畔又是另一种土壤，但也同样肥沃，虽然那

里的土地表面看起来就像沼泽一样。这些地方被称作《Ｃａｕｃａｓｓｅｓ》〈和杨格不

６３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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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威克菲尔德是这样写它们的名称的〉；土壤下伏层是一层薄薄的蓝色海相

淤泥，看来性质也和可耕地一样，因此无论怎么翻耕，即使翻得非常深，也不

会对这种土壤有什么损害。——在里美黎克郡和梯培雷里郡又可以看到另

外一种肥沃的土壤；这是一种深色的疏松而干燥的砂质垆坶，只要铲除杂草，

它就能使谷物一连几年获得丰收。这种土壤对耕作和放牧同样合适，我敢肯

定地说，对于这种土壤，很少会有哪一年雨水过多，有哪一个夏季过分干旱。

这种土壤之所以肥沃，部分是由于被雨水从山顶冲刷下来的土壤细屑以后在

河谷中沉积起来。土壤下伏层包含着石灰，这样，农民并没有化费任何劳动，

土壤就已到处从下面施上了最好的肥料。”（第１卷第７９、８０页）

如果在较硬的垆坶下面紧挨着是一层不太厚的坚实的石灰

岩，这样的土地就不适宜于农业，不会有好收成；但是这种土地作

为放羊的牧场却非常好；这样它还可以进一步改良，上面盖上一层

茂密的青草，其中混杂着白色的三叶草和……①（第１卷第８０页）。

博弗尔博士② 证明：在西部，特别是在梅沃郡，有许多ｔｕｒ

ｌｏｕｇｈｓ，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平原，虽然上面看不到河流或小溪，但

是在冬天的时候，却被水所淹没；夏季水就流入石灰岩层的地下罅

隙中，留下一片极适宜于作牧场的坚实土壤。

威克菲尔德继续写道：“除了Ｃａｕｃａｓｓｅｓ区域，在梯培雷里郡、里美黎克

郡、罗斯考门郡、郎弗德郡和米斯郡，还有爱尔兰最好的土地。郎弗德的一

个农场（格拉纳达—基耳），没有施任何肥料就一连收获了八次马铃薯。在

科克郡的某些地方，土地更是特别肥沃。总之，可以说爱尔兰的土壤质地很

好，虽然我不能像某些作者那样在评价爱尔兰的土壤时过于夸张，说拿一英

７３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①

② 圣博弗尔博士“爱尔兰地图说明”，１７９２年版第７５—７６页（Ｂｅａｕｆｏｒｔ，Ｒｅｖｄ

Ｄｒ《ＭｅｍｏｉｒｏｆａＭａｐ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７９２，ｐ７５—７６）；威克菲尔德引自第１卷

第３６页。

恩格斯的手稿中这里留了一个空白，按威克菲尔德原作，这里的词是：“野茴

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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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爱尔兰土壤同一英亩英国土壤比较，前者要比后者好得多。”（第１卷第８１

页）

这一针对杨格的意见，是由于对我们上面所引用的杨格的话

作了不正确的理解。杨格并没有说，如果就现在的耕作情况而论，

爱尔兰的土壤能比英国的提供更好的收成，因为就耕作情况来说，

英国当然比爱尔兰强得多；杨格只是说，爱尔兰土壤的天然肥力比

英国的强，而这一点正好是威克菲尔德也不否认的。

１８４９年，在饥荒４１３以后不久，罗伯特·皮尔爵士①曾派一位

苏格兰农学家凯尔德先生去爱尔兰，以便提出一份如何改良当地

农业的报告。这位农学家在不久以后出版的一本论述爱尔兰西部

（这里和西北边区一样，是爱尔兰最坏的地区）的著作中写道：

“我在那里看到了这样大片的极好的沃土，感到非常惊奇。这一国家的内

地，地势十分平坦，大体上是石质的和干燥的；这里的土壤又干又松。潮湿的

气候产生出非常结实的植物，这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对牧草和

饲料作物② 有利，同时也就需要费很大的力量去不断清除莠草。无论是在坚

硬的岩石本身或是在土壤下伏层中，到处可以看到大量砂砾状的石灰，这是

很有价值的东西。”

凯尔德还证明，整个西米斯郡的地面都是最出色的牧场。关于

科里布湖（梅沃郡）以北的地区，他这样写道：

“其中〈指一个５００英亩土地的农场〉极大部分是非常好的牛羊牧场；这

是一块又干又松的表面呈波浪形的土壤，它整个都位于坚硬的石灰岩层上

面。长期以来就密密地生长着青草的田野，质地比苏格兰个别小块土地以外

的任何地区都好，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是如此。这种土地的最好部分好得不宜

８３５ 弗·恩 格 斯

①

② “饲料作物”（《ｇｒｅｅｎｃｒｏｐｓ》）—饲包括所有人工培养的饲料植物、各种块根植

物和马铃薯，一句话，除谷物、青草和非野生植物外的一切。

手稿中在“爵士”的后面还有“内阁”二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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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耕种，但其中大约有一半土地用来耕种还是可以得到好处…… 在坚硬的

地下石灰岩层上，土壤以极高的速度重新形成，这种土壤根本不需要播种就

可以重新成为牧场。”①

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一位法国权威作家的话②：

“爱尔兰两部分中的西北部分占全岛的四分之一，即整个康诺特和相毗

连的多尼果耳、克勒尔、克黎各郡。它像威尔士，那些不好的地区甚至像苏格

兰山区。此外，这里还有２００万公顷的荒地，由于这些荒地的景象看起来很可

怕，在爱尔兰就产生了这样一句俗语：‘进康诺特就是入地狱！’③爱尔兰的另

一部分，即大得多的东南部分，包括伦斯特、奥尔斯脱和曼斯特，面积约６００

万公顷。就土壤的自然肥力而论，它决不差于英格兰本土。不过那里的土壤也

并非到处都是相同的，雨量则比英格兰丰富。宽广的泥炭沼泽约占全面积的

十分之一；湖泊和山则占十分之一以上。在爱尔兰的８００万公顷土地中，已经

耕种的只有５００万公顷”（第９、１０页）。——“甚至英国人自己也承认爱尔兰

土壤的质地比较好…… 在上述的８００万公顷土地中，有２００万公顷左右是

峭壁、湖泊和泥炭沼泽；还有２００万公顷则是相当差的土地。其他的地区，即

大约全国的一半，则是带有石灰岩底土的非常出色的土壤。还有什么能比这

更好的呢？”（第３４３页）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权威人士都一致证明，爱尔兰的土壤无

论在化学成分上或机械构成上，都富有一切肥沃因素。这里没有

９３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①

②

③ 产生这一俗语的并不是康诺特的晦暗的山岗，而是整个爱尔兰历史中的最阴

暗的时期４１４，这以后将得到说明。

莱昂斯·德·拉维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译自法文）１８５５

年爱丁堡版（Ｌéｏｎｃｅｄｅ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Ｒ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５５）。

凯尔德“殖民计划，或西部爱尔兰是投资的地方”１８５０年爱丁堡版（

《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ｏｒ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ａｓａ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５０）。上面所引的在第６、１７—１８、１２１页。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凯

尔德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他的旅行笔记，叙述英格兰几个主要郡的农业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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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极端的东西：既不是密不透水的坚硬粘土，也不是一刻也存

不住水分的疏松砂土。但爱尔兰也有别的不足之外。由于爱尔兰

的山脉大都位于沿海地区，国内各个河流流域间的分水线多半地

势很低。河流不能把全部雨水排送入海，因此在内地，特别是在

沿分水线附近，就形成了宽阔的泥炭沼泽。仅中部平原就有

１５７６０００英亩土地完全被这种沼泽所掩盖。这些大都是地面上的

凹洼地，通常是过去的湖泊所形成的浅塘，那里逐渐长满了青苔

和沼泽植物，并且充满这些植物的遗骸。这些沼泽也像我们德国

北部的沼泽一样，只能开采泥炭。在目前的耕作制度下，它们边

上的土地只能逐渐地用于耕种。在这些古老的湖泊所形成的水塘

的底部，到处都是含石灰（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九十）的灰泥，这

些石灰来自淡水湖的外壳。因此，每一片这种泥炭沼泽的地下，都

有使它适宜于耕种所必需的物质。此外，大多数这种沼泽都有丰

富的铁砂。除了这些平原沼泽，还有１２５４０００英亩的山地沼泽，那

是在气候潮湿的条件下把树木砍伐光所造成的；它们成为不列颠

群岛的一种特殊装饰。只要平坦的或略微倾斜的山顶的树木被伐

光（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必须保证铁工厂用木炭，

这种情况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这些地方由于雨雾的作用就形成一

个泥炭复盖层，后来这种泥炭复盖层在适宜的条件下就扩展到了

山坡上。穿过英格兰北部、自北而南伸向得比的山脉的所有山岭，

都复盖着这样的沼泽；在爱尔兰地图上表明有大群山岭的地方，也

可以到处看到许多山地沼泽。但是爱尔兰的泥炭沼泽本身对农业

来说决不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恰好相反，到一定的时候我们

会看到，某些这样的沼泽，以及那２００万公顷（５００万英亩）被拉

维涅所轻视的“相当糟糕的土地”，在进行适当耕作的情况下将提

０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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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多么好的收成。

爱尔兰的气候是由它的位置所决定的。墨西哥湾暖流和优势

的西南风给爱尔兰带来了温暖，使它冬暖夏凉。在西南部，夏季一

直延长到十月中旬，根据威克菲尔德的意见（第１卷第２２１页），在

那里，这是行海水浴的最好的月份。严寒很少见，时间也不长，平原

上几乎从不积雪。在面向西南背靠北方的克黎湾和科克湾，整个冬

天都和暖如春；在这里和别的一些地方，桃金让就长在露天（威克

菲尔德曾举例说，在一处庄园中，桃金娘树高达１６英尺，被当做扫

帚用，第１卷第５５页），而月桂、ａｒｂｕｔｕｓ〔熊果〕及其他常绿植物都

高高地长成了大树。还在威克菲尔德的时候，南部的农民就整个冬

天都把马铃薯放在露天，而且从１７４０年以来没有冻坏过一次。不

过，大西洋的浓云给爱尔兰带来了最初的倾盆大雨。爱尔兰的平均

降雨量最少也有３５英寸，这比英格兰的平均量要高得多，但是当

然比郎卡郡和柴郡的平均量低，同时也未必比整个英格兰西部的

平均量高。不过，爱尔兰的气候肯定比英格兰的惹人喜欢。在英格

兰，天空呈铅灰色，经常是细雨  ，整日不停，而在爱尔兰我们看

到的，大多是大陆上那种四月的天空。新鲜的海风会急速地突然地

把天空刮得浓云密布，但是如果不立即形成倾盆大雨，浓云又会同

样迅速地为海风所驱散。即使是在深秋多雨的季节，也不像在英格

兰那样阴雨连绵。爱尔兰的天气也和爱尔兰的居民一样，性格比较

鲜明，往往比较急速而直接地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爱尔兰

的天空颇像爱尔兰女子的面庞，在它上面阴霾和阳光都会意外地

突然出现，但是决没有英格兰的那种灰色的忧郁。

一世纪时的罗马作家庞波尼乌斯·梅拉（“地理”一书的作者）

１４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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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爱尔兰气候的最早的说明。他写道：

“在不列颠的那边是尤佛纳，它在幅度方面和不列颠几乎相同，在其他方

面也相类似；它是椭圆形的；它的气候对庄稼成熟不利，然而它却到处长满了

茂密而柔嫩的青草①，牲口放进去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喂饱，如果不把它

们从牧场上带走，它们就会因过饱而胀死。”４１５

《Ｃｏｅｌｉａｄｍｕｔｕｒａｎｄａｓｅｍｉｎａｉｎｉｑｕｉ，ｖｅｒｕｍａｄｅｏｌｕｘｕｒｉｏｓａ

ｈｅｒｂｉｓｎｏｎｌａｅｔｉｓｍｏｄｏ，ｓｅｄｅｔｉａｍｄｕｌｃｉｂｕｓ！》顺便指出，这一段的

现代英语译文，在高德文·斯密斯先生的作品中就有。斯密斯先生

过去是牛津的历史学教授，目前则是美国科纳耳大学的教授。他告

诉我们，在爱尔兰很大一部分土地上，小麦似乎很难获得丰收，接

着，他写道：

“看来爱尔兰繁荣商业的天然途径就是以它的牧场的产品——牲畜、油

脂等供给英国居民。”②

据说，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

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因此，爱尔兰人命中注定了要

迁居海外，以便在爱尔兰空出地方来饲养牛羊。从梅拉到高德文·

斯密斯以及在我们目前（从１８４６年起４１６，爱尔兰地主更是异口同

声地叫嚷），有多少人重复过这种论调啊！

可见，搞清楚爱尔兰气候的真实情况，也就意味着解决众所瞩

目的政治问题。而关于气候，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它对农业有什么

２４５ 弗·恩 格 斯

①

② 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１８６１年牛津版和伦敦版（Ｓｍｉｔｈ，

Ｇｏｌｄｗｉｎ 《Ｉｒ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Ｉｒｉｓ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１）。——这本书以“客观态度”作幌子，为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作辩护。读

了这本书，你会不知道，究竟是历史学教授的无知，还是自由资产者的伪善更

令人感到惊异。这两种特性我们以后都还将遇到。

恩格斯把这两句由他加了着重号的话用拉丁文引在下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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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这一方面。在目前观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测量雨量的自然科

学家的观察对我们的目的只具有次要的价值；问题主要不在于降

雨量有多少，而在于雨是怎么降的以及什么时候降的。这里，最重

要的是农学家们的判断。

阿瑟·杨格认为爱尔兰的气候比英格兰的潮湿得多；他认为

这就是爱尔兰土地上青草长得特别茂密的原因。他指出，在收过块

根作物之后或在收获期之后未经翻耕的土地上，到第二年夏季，干

草仍然能得丰收，这在英格兰是从来不会有的。接着他还提到，爱

尔兰的麦粒比其他气候更为干燥的国家的麦粒要轻得多；即使经

过最好的耕作，田地上还是长满了青草和杂草，庄稼非常潮湿，很

难收割，收获也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损失（杨格“爱尔兰旅行记”第２

卷第１００页）。

但是，杨格同时也注意到，爱尔兰的土壤却对这种潮湿气候的

影响起一种反作用。那里的土壤到处都是石质的，因而水分很容易

渗透。

“难以耕种的多石的坚硬的垆坶（ｌｏａｍ）在爱尔兰相当多，但这和英格兰

那种粘土（ｃｌａｙ）却完全不一样。如果在英格兰的粘土（这种土壤在爱尔兰很

少见到而且总是混合着大量的石砾）上的降雨量和邻岛的峭壁上同样多的

话。那末这土地就不能耕作了。而且，爱尔兰峭壁上是一片绿色。在峭壁是由

石灰岩构成的地方，上面就复盖着长在一层薄薄的腐植土上的草皮，那些草

柔软两茂密得简直令人难以想像。”（第２卷第２部分第３—４页）

大家知道，满是裂缝和罅隙的石灰岩地带是很快就能排除多

余的水分的。

威克菲尔德用一章的篇幅来非常详细地论述爱尔兰的气候，

其中他收集了以前以及当时所做的一切观察。博特博士（在１６４５

３４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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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爱尔兰自然史”
４１７
中）在描述爱尔兰的冬天时，把它叫做

是温和的：一年中严寒不超过三四次，每次也很少超过两三天；都

柏林附近的利菲河十年到十二年中也难得结一次冰。三月多半是

干燥而晴朗的，但接着就有很多雨水；夏季很少有一连两三天不下

雨的，不过到晚秋，天气就又非常好了。夏季很少有过于干旱的时

候，造成歉收的从来不是干旱，而往往是雨水过多。平原上下雪不

多，因此牲口整年都在露天放牧。但偶尔也有下雪的年份，例如

１６３５年就是，那时人们就得设法为牲口找隐蔽的地方（威克菲尔

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１卷第２１６页及以下各页）。

上一世纪初，腊蒂博士（在“都柏林郡自然史”中）４１８就开始作

准确的气象观察；这项工作从１７１６年１７６５年，一共继续了５０年。

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南风、西风的次数和北风、东风的次数的比例

是７３∶３７（南风和西风共１０８７８次，北风和东风共６３２９次）。刮得

最多的是西风和西南风，其次是西北风和东南风，刮得最少的是东

北风和东风。夏季、秋季和冬季多半刮西风和西南风；东风常常出

现在春夏两季，在这两季比在秋冬两季要多一倍；东北风主要是在

春天，这时它们也比在秋冬两季多一倍。因此，这里的温度比伦敦

均匀，冬季比较温暖，夏季比较凉爽，但是空气比较潮湿。盐、糖、面

粉等就是在夏季也会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受潮，谷物还得在炉

子里烤干，这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是从来也不会有的（威克菲尔德

“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１卷第１７２—１８１页）。

腊蒂当时只能将爱尔兰的气候和伦敦的气候相比，而伦敦就

像整个英格兰东部那样，也确实是比较干燥的。如果他手头有英格

兰西部、特别是西北部的材料的话，他就会相信，他对爱尔兰气候

所作的叙述——一年四季的风向、潮湿的夏季（在不生炉火的屋子

４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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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糖盐等就发生化学分解）——对英格兰的这一地区也完全合适，

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地区冬季更冷一些。

腊蒂还对一年四季的气象做了记录。在那５０年中，有１６个寒

冷的、迟来的或者说是过分干燥的春天；次数略多于伦敦。夏天有

２２次是炎热而干燥的，２４次是多雨的，４次是多变的；总的来说，

气候比伦敦略微潮湿，在那里，干燥的夏季和多雨的夏季次数是一

样多的。秋天有１６次是晴朗的，１２次是多雨的，２２次是多变的；气

候也是比伦敦略微潮湿而多变。最后，冬天有１３次是严寒的，１４

次是多雨的，２３次是温暖的，这就是说，气候比伦敦潮湿得多，也

温暖得多。

根据都柏林植物园从１８０２年到１８１１年这十年中的雨量测量

记录，总降雨量在各个月份的分布情况如下（单位为英寸）：１２

月——２７３１；７月——２４１５；１１月——２３４９；８月——２２４７；９

月——２２２７；１月——２１６７；１０月——２０１２；５月——１９５０；３

月——１４６９；４月——１３５４；２月——１２３２；６月———１２０７；

每年平均为２３３６（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

第１卷第１９１页）。这十年特别干燥；凯恩（“爱尔兰的工业资源”第

７３页）引用的都柏林六年中年平均降雨量是３０８７英寸，而昔蒙

兹（“不列颠的雨量”）４１９提出的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６２年的平均数字则是

２９７９英寸。但是，既然爱尔兰的暴雨变幻莫测，带有纯粹局部的

性质，那末如果不是经年累月地同时在许多记录站进行测量，这样

的测量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一点下面的事实就足以说明：在同一个

都柏林的三个记录站，对１８６２年降雨量的记录，一个是２４６３英

寸，另一个是２８０４英寸，还有一个是３０１８英寸。据昔蒙兹说，在

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期间爱尔兰所有各个地区的１２个记录站新记录的

５４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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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从２５４５英寸起到５１４４英寸不等），平均不到３９英寸。

帕特逊博士在他的著作中讲到爱尔兰的气候时写道：

“一般都认为我国气候潮湿，造成这种印象的是我国经常出现的暴雨，而

不是降雨量本身…… 有时春天的潮湿天气会使播种延迟一些，但是在我

国，春天经常是寒冷的和迟来的，因此，在这里，早种并不总是适宜的。夏秋两

季经常出现的暴雨常常使我们的干草和谷物的收割受到威胁，但在这种非常

情况下，警惕和勤勉也可能获得英国在‘抢收’（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ｈａｒｖｅｓｔｓ）时的那种

成绩，而改善耕作的结果也会使农人的辛劳不致白费。”①

自１７９１年到１８０２年这１２年中，伦敦德里每年的干燥日子为

１１３天到１４８天，平均超过１２６天。拜尔法斯特的平均数字也是这

样。在都柏林，这样的日子为１６８天到２０５天，平均为１７９天（帕特

逊“爱尔兰气候研究”第１６４页）。

根据威克菲尔德的材料，爱尔兰的收获季节如下：小麦多半在

９月，也有在８月的，但很少在１０月；大麦通常比小麦收得略晚一

些；燕麦则比大麦还要晚一星期左右，即通常在１０月间。威克菲尔

德在长期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现有的材料还根本不足以科

学地说明爱尔兰的气候，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示这样一种意见，

即这种气候对种植谷物有严重的困难。相反，他认为，在潮湿的天

气收割庄稼所遭到的损失，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这以后还要说

明），他非常肯定地说：

“爱尔兰土地肥沃，气候良好，只要耕作制度适宜，这个岛上所生产的粮

食数量，不仅足以自给，而且会有大量剩余，在必要时，随时可以用于英国的

需要。”（第２卷第６１页）

确实，那时（１８１２年）英国在同全欧洲和美国作战
４２０
，粮食输

６４５ 弗·恩 格 斯

① 威·帕特逊博士“爱尔兰气候研究”１８０４年都柏林版第１６４页（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Ｗ ，Ｄ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０４，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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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极为困难；粮食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目前粮食大量地从美

国、罗马尼亚、俄国和德国入口，看来，现在全部问题已经是如何获

得廉价的肉类。正因为如此，如今爱尔兰的气候也就不适宜于耕作

了。

爱尔兰从古以来就种植谷类作物。在比英国人的出现还早得

多的时候已经记录下来的最古老的爱尔兰法律中，“一袋小麦”已

被作为一定的价值尺度；在氏族首领和其他酋长要求属下必须履

行的义务中，经常提到要交纳规定数量的小麦、大麦曲、燕麦粉

等。① 英国人入侵以后，在连年的战乱中，粮食的种植缩减了，但从

没有完全停止过；１６６０年到１７２５年间又有所发展，从１７２５年到

１７８０年左右重新下降；１７８０年到１８４６年，在以种植马铃薯为主的

同时，粮食种植也又有所增长，不过从１８４６年起，谷物和马铃薯的

种植就不断为日益发展的畜牧业所排挤。如果爱尔兰的气候不适

宜于种植粮食，那末粮食的种植又怎么能够在那里存在千年以上

呢？

爱尔兰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由于多雨（靠近山区

的地方经常下雨），确实不大适宜于种植小麦。在爱尔兰，除了好年

７４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① “古代爱尔兰的法律和规章—— 古制全书”两卷集１８６５年和１８６９年都柏林

版，受女王陛下出版局之托刊印，由亚历山大 · 汤姆出版（伦敦郎曼书店）

（《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ａｗ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 ＳｅｎｃｈｕｓＭｏｒ》 ２ｖｏｌ ，Ｄｕ—

ｂｌｉｎ，ｐｒｉｎｔｅｄｆｏｒ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Ｔｈｏ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１８６５ａｎｄ１８６９）４２１，见第２卷第２３９—２５１页。

一袋小麦的价值为１斯克莱派耳（迪那里），合银２０—２４喱；斯克莱派耳的

价值是皮特里博士查明的，见“盎格鲁诺曼入侵以前的爱尔兰教会建筑”

１８４５年都柏林版四开本第２１２—２１９页（《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ｒｅ

ｌａｎｄ，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ＡｎｇｌｏＮｏｒｍａ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４５，４°，ｐ ２１２—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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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外，也常常一连几年夏季雨水过多（例如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６２年），

这对小麦为害极大。但是小麦并非爱尔兰的主要谷类作物，而威克

菲尔德甚至惋惜说，由于缺乏销售市场，在爱尔兰小麦种得太少

了；除了邻居的磨坊以外，并无其他市场；大麦的种植也几乎完全

是为了供应（偷税的）私酒坊。爱尔兰的主要谷类作物过去和现在

都是燕麦，自１８１０年以来，燕麦的播种量至少为其他各种谷类作

物总数的十倍；而燕麦比小麦和大麦收得晚，因此收割燕麦多半是

在９月底和１０月，那时天气大都非常好，尤其在南方是如此。此

外，燕麦还特别能经得住雨水。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爱尔兰的气候

在总降雨量和季节雨量方面几乎和英格兰西北部的气候完全一

样。在坎伯兰、韦斯特默尔兰和北郎卡郡的山区，降雨量大大超过

了我所知道的爱尔兰记录站中的任何一个站所包括的地区（科尼

斯顿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的平均雨量是９６０３英寸，温德米尔是７５０２

英寸），可是在那些地方还是可以收割干草和播种燕麦。在南郎卡

郡，那几年的降雨量从利物浦的２５１１英寸起到波尔顿的５９１３

英寸不等，而各处测量的平均数约为４０英寸；在柴郡，降雨量自

３３０２英寸起至４３４０英寸不等，各处测量的平均数则是３７英寸

左右。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那几年爱尔兰的降雨量还不到３９英

寸。（以上数字均根据昔蒙兹。）在这两个郡中，各种谷类作物都有

种植，其中也包括小麦；在柴郡，在最近一次牛瘟流行以前，的确主

要是从事畜牧业和乳脂业，但是在牲畜因瘟疫而大部分死亡之后，

气候突然变得对小麦也非常适合了。如果爱尔兰像柴郡一样，发生

牛瘟并造成同样可怕的破坏，就不会再宣扬爱尔兰的自然使命是

从事畜牧业，那时我们就会重复威克菲尔德书上的话，说爱尔兰命

该成为英国的谷仓了。

８４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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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抱任何成见，没有被爱尔兰地主和英国资产者的自私

自利的叫嚷搅昏头脑，那就应当说，就土壤和气候而论，爱尔兰有

些地区较适宜于畜牧业，有些地区较适宜于农业，还有一些地区

（它们占绝大部分），就像到处可以遇到的情况那样，既适宜于畜牧

业，也适宜于农业。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来说更适宜于畜牧业；

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

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全英国郁应该变成牧场，就可以说，为了要腾出

地方来饲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换取丝织品和酒类，

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

国去？然而，渴望提高地租的爱尔兰地主和力图压低工资的英国资

产者，对爱尔兰却正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高德文·斯密斯已说得

够清楚了。并且，这种变耕地为牧场所暗示的社会革命，其规模在

爱尔兰将比在英国更大得多。在英国，占优势的是大规模的农业，

雇农劳动已多半为机器所代替，那种社会革命至多是使１００万人

迁离故土；但是在爱尔兰，占优势的是小规模的农业，甚至是用铁

锹进行的耕作，那种社会革命就会把４００万人逐出故土，根本灭绝

爱尔兰人。

我们看到，甚至自然现象本身也成了英国和爱尔兰两国之间

争执的对象。而我们同时也看到，英国统治阶级的舆论（大陆上只

有它能够为人所知）如何随着时势和利益的变化而反复无常。今天

英国急需有保证地输入粮食，于是爱尔兰就似乎是天生适于种小

麦的；明天英国需要肉类，于是爱尔兰就又只适于作牧场之用了；

存在５００万爱尔兰人这件事实把一切政治经济学规律都破坏了，

必须把他们赶走，让他们随便滚到什么地方去吧！

９４５爱尔兰史——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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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爱尔兰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家以及教会的神甫们，关于爱尔兰都

讲述得很少。

但是还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虽然在十六世纪和十七

世纪时有许多爱尔兰的手稿已经毁于战火。这些文献包括短诗、文

法、辞典、年表和其他历史著作以及法律汇编。不过，除去极少数的

例外，所有这些至少包括了八世纪至十七世纪这一时期的文献，都

只是手写本。用爱尔兰语出版书籍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恰好是在

这种语言已开始消亡的时候。因此，原有的丰富材料只有极小的一

部分可以被利用。

在年表中最重要的是“提格尔纳赫神甫年表”（该神甫于１０８８

年去世），“奥尔斯脱年表”，特别是“四教长年表”。“四教长年表”是

１６３２—１６３６年圣芳济派教士迈克尔·奥克莱里领导其他三个

ｓｅａｎｃｈａｉｄｈｅｓ（编年史家）在多尼果耳修道院编成的，他们所根据的

材料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散失。这部带有批注并附有英译文的年表

是奥顿诺凡于１８５６年据现在还保存着的多尼果耳修道院原手稿

出版的。①以前查理·奥康瑙尔博士出版的书（“四教长年表”第１

０５５ 弗·恩 格 斯

① 由约翰·奥顿诺凡博士出版并附有英译文的“四教长编爱尔兰王国年表”七卷

集，１８５６年都柏林第２版四开本（《ＡｎｎａｌａＲｉｏｇｈａｃｈｔａＥｉｒｅａｎｎ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ｂｙ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ａｓｔｅｒｓ》Ｅｄｉ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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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奥尔斯脱年表”等）的原文和译文都是不可靠的。
４２２

这些年表大都从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开始，它们的基

础是古代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曾由九世纪和十世纪的诗人大加修

饰，后来又由教士编年史家按年代加以整理。例如，“四教长年表”

以创造世界后的第２２４２年作为开始的日期，据说当时挪亚的孙女

凯撒尔在洪水之前的４０天在爱尔兰登岸；别的年表则认为苏格人

的祖先，这些最后来到爱尔兰的移民，源出于雅典的直系血统，并

把他们同摩西、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联系起来，正如我们的中世纪编

年史家把日耳曼种族的祖先同特洛伊、亚尼雅士或亚历山大大帝

联系起来一样。“四教长”一共只用几页记述了这些无稽之谈（迄今

还没有能够把其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真正的古代民间传说区

分出来）；“奥尔斯脱年表”对这些完全没有记载；而提格尔纳赫则

以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大胆的批判精神，宣称基姆拜特王（约纪元

前３００年）以前的苏格人的所有传说都不可靠。但是到了上一世纪

末叶，爱尔兰开始了一种新的民族生活，同时对爱尔兰的文献和历

史也产生了新的兴趣，于是教士们的这些虚构正好成了最珍贵的

材料。由于道地的克尔特人的热情以及爱尔兰那种特有的天真，信

仰这些奇谈曾被宣布为爱尔兰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

也就为绝顶聪明的英国学术界人士（他们在语言学和历史学批判

方面的著作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提供了一种

求之不得的借口，好把爱尔兰的一切都当做极端荒谬的东西而加

以摒弃。②

１５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② 当时的最天真的作品之一是“艾里编年史，盖尔人、苏格人、伊伯尔人或爱尔兰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ｒＪｏｈｎＯ’Ｄｏｎｏｖａｎ２ｅｄｉｔ，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５６，７ｖｏｌｉ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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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种主要以皮特里和奥顿诺凡为

代表的、带有更大得多的批判性质的思潮在爱尔兰传播开来。我们

已经提及的皮特里的研究证明，现有的最古的、从六世纪和七世纪

开始的文字记载，积年表的内容完全符合，而奥顿诺凡的意见是，

年表记载真正的历史事实从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就开始了。年表

中可靠的记录是在早几个世纪或晚几个世纪开始，对我们来说并

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很可惜，就这个时期来说，这些年表对我们的

目的几乎是毫无帮助的。其中只是箭短而枯燥地记录某人的死亡

或即位，记录战争、战役、地震、瘟疫、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掠夺，而很

少涉及人民的社会生活。如果出版了所有爱尔兰的古代成文法规，

这些年表就会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了法律汇编中的一些解释，

许多枯燥的记录就会不同了。

但是几乎所有这许多法律汇编也都被搁置一边而迟迟不能问

世。经过几个爱尔兰古文献学家的坚持，英国政府才同意于１８５２

２５５ 弗·恩 格 斯

人的历史，奥康瑙尔译自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的原手稿”两卷集１８２２年伦敦

版（《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ｒｉ，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ＧａａｌＳｃｉｏｔＩｂｅｒ，ｏｒ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ｄｉａｌｅｃｔ

ｏｆｔｈｅ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ｂｙＯ’Ｃｏｎｎｏｒ》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２，２ｖｏｌ）。斯基台

语腓尼基方言，这当然就是爱尔兰人的克尔特语，而原手稿则是任意选出的

一篇诗体的编年史。这本书的出版者阿瑟·奥康瑙尔是１７９８年的流亡者

４２３，后来成为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菲格斯·奥康瑙尔就是他的侄子。据说他

是古代奥康瑙尔家族，即康诺特诸王的后裔，而且可以说是爱尔兰王位追求

者。扉页前还有一张他的照片，他有一张爱尔兰人的漂亮而愉快的面庞，和

他的侄子菲格斯像得出奇；他右手拿着王冠。下面写着“奥康瑙尔——本族

的首领，奥康瑙尔——本国被辱人民的领袖：‘战败的，但不是屈服的’”

（《Ｏ’Ｃｏｎｎｏｒ—ｃｅａｒｒｉｇｅ，ｈｅａｄｏｆｈｉｓｒａｃｅ，ａｎｄＯ’Ｃｏｎｎｏｒ，ｃｈｉｅｆ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ｈｉ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ｍｉｓ，ｐａｓｖａｉｎｃ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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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出版古代爱尔兰的法律和规章。但它是怎么

办这件事的呢？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三个勋爵（每逢事关国家开支，

就必须有勋爵参加），三个最高级法官，三个新教的牧师，以及皮特

里博士和一个军官、爱尔兰地形测绘的领导人。在所有这些先生们

中间，只有皮特里博士和两位宗教界人士格雷夫斯博士（现为里美

黎克新教主教）和托德博士能够称得上对于交给委员会的事情多

少比较内行；但其中两人，皮特里和托德在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去世

了。委员会受命采取步骤，来临摹、翻译并出版古代爱尔兰的法律

方面的手稿，同时物色适宜的人选。委员会吸收了两个最最难能可

贵的人参加工作，那就是奥顿诺凡博士和奥克里教授。他们临摹了

许多手稿，也已经初步翻译出来，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付印，

就都去世了。他们的后继者汉考克博士和奥马洪尼教授接着继续

进行这一工作，终于在不久前出版了上述两卷本的“古制全书”。出

版人自己承认，委员会成员中只有格雷夫斯和托德二人参加工作，

在校样上写了一些意见；军官托马斯·拉科姆爵士为出版者提供

了校正地名用的爱尔兰地形测绘原图；皮特里博士不久即去世；其

他几位先生的活动只是在１８年中勤勤恳恳地领取自己的薪俸罢

了。

在英国，特别是在它统治下的爱尔兰，完成国家所委托的事务

的方式就是如此。离开营私舞弊①，事情就办不成。除非同时有大

笔款项和一些清闲的肥缺落入某些勋爵和政界红人之手，不然任

何社会需要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个不中用的委员会所消耗的钱，

３５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① “营私舞弊”英文为Ｊｏｂｂｅｒｙ，在英国是指利用职权为个人或亲友谋私利的行

为，也指为自己一帮人的利益而利用国家资金进行间接的贿买。具体的这样

的行为即称为ｊｏｂ。爱尔兰的英国殖民地是各种各样营私舞弊的主要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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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足够用来出版所有未公布的历史文献，而且会出版得更好。

“古制全书”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古代爱尔兰的主要资料。

这是一部古代法规的汇编。据以后写成的序言说，这个汇编是适应

正在爱尔兰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的需要，根据圣帕特里克的建议并

在他的参加之下编成的。参加编辑这个汇编的“委员会”的据说有

爱尔兰最高国王莱盖雷（据“四教长年表”，４２８—４５８年在位），两

位属国国王：科克（曼斯特国王）、戴雷（大概是奥尔斯脱的执政者

之一），三位主教：圣帕特里克、圣贝尼格努斯、圣凯尔涅赫，最后，

还有三位法学家：杜布塔赫、菲格斯、罗萨。这个委员会的著作工作

所花费的确实比目前的委员会要少，虽然后者只是负责把这个汇

编出版。“四教长年表”指出这个汇编的编纂年代是公元４３８年。

该书正文显然是以远古的多神教的材料作为基础。其中所有

最古老的法律公式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有一定的格律和所谓的

叶韵，——这是一种特殊的首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只押子音的

音韵，它是爱尔兰诗歌中所常见的，并且往往转变为完全押韵。已

经确定，古代爱尔兰法律汇编是在十四世纪时从五世纪的语言，即

所谓的芬尼方言（ＢéｒｌａＦｅｉｎｉ）译成当时通用的爱尔兰语言的（序

言，第１卷第３６页及以下各页），因此，这就说明，为什么“古制全

书”里有许多地方诗的格律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不分明了，但是除了

偶然押韵和叶韵十分显著的地方之外，格律也还是常常显现出来，

并使全文具有一定的韵律。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读译文就可以看出

这些诗体的公式。但同时，特别是在汇编的后半部，也可以看到许

多地方显然是用散文写的；如果说那些诗体的公式无疑是从远古

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末这些散文体的增补就显然是汇编的编辑者

自己加的了。此外，在九世纪或十世纪编成的、据说是卡舍耳的国

４５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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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主教科马克所编的辞典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古制全书”，

所以这些法律无疑是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很久就已经记录下来了。

在这部汇编的各种手抄本（最早的大约是十四世纪初甚至更

早些）中，有不少大多数彼此吻合的文字上的注解，以及比较详细

的有关内容方面的注释。注解中完全保存着古代辞典的精神，其中

双关语代替了词源的研究和词的解释；注释的价值也各不相同，常

有严重的曲解，许多地方难以理解，——至少在不熟悉其他的法律

汇编的情况下是如此。这些注解和注释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大

部分大概是写于英国人入侵之后。不过，由于其中只有很少超出正

文内容范围以外对法律加以发挥的痕迹，而且这种少见的发挥又

仅仅表现在更确切地规定细节，所以较大部分纯粹是解释性的注

解和注释无疑可以比较审慎地把它也作为更古时期的史料加以利

用。

“古制全书”的内容是：（１）典质法［Ｐｆａｎｄ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即大致

上包括全部诉讼程序；（２）有关各个不同地区的居民内讧时关于人

质的法律；（３）有关Ｓａｅｒｒａｔｈ和Ｄａｅｒｒａｔｈ（见下面）
４２４
的法律；（４）家

法。从这一汇编中我们获得许多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但

是在大量名词没有得到解释，其他手稿尚未公布之前，许多东西还

是很不清楚的。

关于爱尔兰人民在英国人入侵以前的状况，除了文献材料，一

直保存到今天的古建筑物、教堂、园塔、防御工事、铭文也向我们提

供了资料。

在外国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只提一提斯堪的那维亚史诗和圣

贝尔纳所记的“圣玛拉基传”４２５中有关爱尔兰的一些地方（其中资

料并不多），然后可进而阅读第一个亲自研究爱尔兰以后记述这个

５５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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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情况的英国人的作品。

以坎布里亚的吉拉德这一名字闻名的布雷克诺克大助祭司西

尔韦斯特尔·杰腊德·巴里是交际花奈斯塔的孙子；奈斯塔是南

威尔士王里斯·阿普·都铎的女儿，英王亨利一世的情妇，是几乎

所有最初参加征服爱尔兰的诺曼人领袖的祖先。吉拉德于１１８５年

和约翰（即后来的“无地约翰”）一同去爱尔兰，后来他先后写了“爱

尔兰地形”和“被征服的爱尔兰”两书，前者叙述爱尔兰及其居民的

情况，后者则极力美化了第一次入侵爱尔兰的历史。现在我们主要

来看看他的头一部作品。这本书用极端矫揉造作的拉丁文写成，其

中充满着这位徒鹜虚名的作者的那个时代和他所属的那个ｒａｃｅ

〔种族，民族〕的最野蛮的迷信和各种的宗教偏见和民族偏见，不过

这毕竟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是一个外国人对于爱尔兰

的第一份比较详尽的证词。①

从那时起，盎格鲁诺曼人关于爱尔兰的史料自然越来越丰富；

但是可以用来研究该岛保持独立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制度的材料，

即可以用来追溯上去，对较古的制度做出结论的材料，却仍然异常

缺乏。直到十六世纪末爱尔兰首次被逐步地完全征服的时候，我们

才有了更详尽的关于爱尔兰人民实际生活情况的材料，自然，那是

被英国人大大加以美化了的。往后，我们就会看到，从第一次入侵

以来的四百年间，人民的处境很少改变，而且绝对没有改善。但正

６５５ 弗·恩 格 斯

① “坎布里亚的吉拉德文集”，出版者约·谢·布鲁尔，１８６３年伦敦郎曼书店版

（《ＧｉｒａｌｄｉＣａｍｂｒｅｎｓ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ｄ．Ｊ．Ｓ．Ｂｒｅｗ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１８６３）。４２６吉

拉德的历史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其英译本（译得很差）“坎布里亚的

吉拉德历史著作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ｆＧｉｒａｌｄｕｓＣａｍｂｒｅｎｓｉｓ》），１８６３

年由伦敦博恩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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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加以引用的某些比较晚近的著作，即汉美尔、

坎皮恩、斯宾塞、戴维斯、坎登、莫里逊等人的作品４２７，就成为研究

与他们相距五百年的那个时期的主要材料，这些材料是对贫乏的

原始材料的必要的、极为有用的补充。

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中谈到许多次入侵，那些入侵一次

接着一次地发生，而且大多数总是以这个岛国被新来的入侵者征

服而告结束。最近的三次入侵是：菲尔博耳格人入侵、达南族人入

侵、米莱济人或苏格人入侵，而后者似乎来自西班牙。一般的爱尔

兰历史文献把菲尔博耳格人［ｆｉｒｂｏｌｇｓ］（ｆｉｒ爱尔兰语作ｆｅａｒ，拉丁

语作ｖｉｒ，哥特语作ｖａｉｒ，意思是“人”）径直称为比利时人，根据需

要把达南族人（ｔｕａｔｈａ爱尔兰语的意思是“族”，“地区”，哥特语作

ｔｈｉｕｄａ）或者称作希腊的丹瑙人，或者称作日耳曼的丹麦人。奥顿

诺凡认为传说，至少是有关上述那些入侵的传说，是有某些历史事

实作为基础的。年表中在公元１０年下面载有ａｉｔｈｅａｃｈｔｕａｔｈａ（十

七世纪一位优秀的古代语言学家林奇把它译为ｐｌｅｂｅｉｏｒｕｍ

ｈｏｍｉｎｕｍｇｅｎｓ〔平民出身的人〕）的起义；看来，这就是那次打贵族

（ｓａｏｒｃｈｌａｎｎ）全部歼灭的平民革命。这指明了苏格征服者对较古

老的居民的统治。奥顿诺凡从有关达南族人的民间传说中得出结

论说，这个在后来民间迷信传说中变为山林爱尔菲神的部族，到公

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在某些山区还残存着。

毫无疑问，在早英国人开始大批迁居爱尔兰以前，爱尔兰人就

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了。早在十二世纪时就和现在一样，爱尔兰

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头发是浅色的。吉拉德（“爱尔兰地形”第３部分

第２６章）在写到两个外国人时说，他们的头发很长，而且像爱尔兰

７５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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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是淡黄色的。不过，直至目前，特别是在西部，我们还可以

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黑头发的人。一种类型的人身材高大而

匀称，面貌漂亮，头发卷曲，给我们的感觉是，似乎我们在意大利阿

尔卑斯山区或伦巴第曾经看到过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在西南部最

多。另一种类型的人身材短小而结实，头发乌黑、平直而粗硬，脸扁

平得和黑人差不多，这种人在康诺特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原来是浅

色头发的克尔特人中有这种深色头发的人存在这一点，赫胥黎是

用伊比利安人（即巴斯克人）血统的混入来解释的４２８，而这一解释

看来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可以肯定爱尔兰人在历史

上出现的那个时期，他们已成为说克尔特语的单一的民族，而从那

时起，除了战俘和买来的奴隶（大多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外，在

任何地方都再也看不到异族人了。

古代著作家们把爱尔兰人说得可不怎么体面，狄奥多洛斯说，

居住在伊里斯岛（或伊林岛？原文为第四格： ρι）的不列颠人是

吃人的。４２９斯特拉本就说得更为详细：

“关于这个国家〈耶尔讷〉，我们可以谈到的唯一令人置信的一点，就是它

的居民比不列颠人更野蛮，因为他们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贪食者

〈π φá ι；另一种写法是πηá ι——食草者〉；吃父母的尸体，并公开和别

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亲和姊妹发生肉体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乎规

矩的”。４３０

爱国的爱尔兰史学界对这种臆造的污蔑十分愤慨。但是近代

科学已经肯定证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来是所有民族

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如果爱尔兰人知道，在整整一

千年以后，现代柏林人的祖先对这些现象还持有同样实际的看法，

那他们大约就会处之泰然了：

８５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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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ｅｒ Ｗｅｌｅｔａｂｉ ，ｄｉｅ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ｉａ ｓｉｚｚｅｎｔ ，ｔｉｅ ｗｉｒ Ｗｉｌｚｅ

ｈｅｉｅｎ，ｄｉｅ ｎｅ ｓｃａｍｅｎｔ〈ｓｃｈａｍｅｎ〉ｓｉｈ ｎｉｅｈｔ ｚｅ ｃｈｅｄｅｎｎｅ〈ｚｕ 

ｇｅｓｔｅｈｅｎ〉ｄａ  ｓｉｅ ｉｒｏ ｐａｒｅｎｔｅｓ ｍｉｔ ｍｅｒｅｎ ｒｅｈｔｅ ｅｅｎ ｓｕｌｌｎ，

ｄａｎｎｅ ｄｉｅ ｗｕｒｍｅ》〔“我们称之为维耳茨的住在德国的韦累塔比人，认

为他们比蛆虫更有权利吃掉他们的父母，而并不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诺特

克尔语，雅科布·格林“古代德国法律”第４８８页中引用４３１）。

我们将看到，就是在英国人统治爱尔兰的时期，也不止一次地

发生过吃人的事。至于指摘爱尔兰人为傅立叶所说的“显花植物”

［Ｐｈａｎｅｒｏｇａｍｉｅ］
４３２
，那末所有的野蛮民族都有这种情况，更不要说

多情的克尔特人了。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这个岛屿就已经有了目前

的地方性称呼（伊里斯、伊林和耶尔讷这些名字是同艾雷、艾林相

吻合的），而且托勒密已经知道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现时的名称，称

它为埃布拉纳（带有正确的重音的’ βαα）。
４３３
在这方面更令人

感到奇怪的是，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却从古以来对这个城市就有另

外一个名称——Ａｔｈｃｌｉａｔｈ，而Ｄｕｉｂｈｌｉｎｎ（“黑色的沼泽”）这一名称

他们是用来称呼利菲河的一段河流的。

此外，在普林尼的“博物志”（第４卷第１６章）中，我们还可以

看到这样一段话：

“到那里〈海伯尼亚〉去的不列颠人是乘坐一种用柳条做的、外包一层缝

在一起的兽皮的小船。”

以后，索林则直接谈到爱尔兰人。

“他们在横渡海伯尼亚和不列颠之间的海面时乘坐的是用柳条做的、外

面包上一层牛皮的小船。”（凯·尤利乌斯·索林“世界志”第２５章）

１８１０年，威克菲尔德发现，在爱尔兰的整个西岸，“除了木制

骨架上包马皮或牛皮的小船以外，没有别的船只”。这些小船由于

地区的不同，形式也有差别，但都非常灵活，因而很少出事故。用这

９５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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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船来航海当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这里，捕鱼只能在海湾中或

岛屿之间进行。在克勒尔郡的马耳倍，威克菲尔德看到过一种长

１５英尺、宽５英尺、吃水２英尺的小船；包钉一只这样的小船需要

两张牛皮，把牛皮带毛的一面翻到里面，外面再涂上一层油；船上

可以坐两个划桨的人。这种小船约值３０先令（威克菲尔德“爱尔兰

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２卷第９７页）。不用柳条，而改用了木

制骨架！经过１８００年以及在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对爱尔兰人进

行了将近七个世纪的“文化”加工以后，所取得的进步原来就是如

此！

而在其他领域中也很快出现了某些进步的征兆。在三世纪下

半叶执政的科马克·乌尔法达王时代，据说他的女婿芬·麦库阿

耳大概是按照罗马军团的样子改组了爱尔兰民团（ＦｉａｎｎａＥｉｒｉ

ｏｎｎ①），把它划分成轻装部队和常备部队。在以后各个时期，爱尔

兰军队（对于它们，我们了解得较详细了）就划分为ｋｅｒｎｅ（轻）步

兵和ｇａｌｌｏｇｌａｓ（重）步兵或常备步兵。许多古老的歌曲都歌颂过这

位芬的英勇事迹；其中有些一直流传到今天；正是这些歌曲——可

能还有一小部分苏格兰盖尔人的传说——构成麦克菲尔逊的“奥

辛”（爱尔兰语是奥伊辛，是芬的儿子）的基础，只是其中芬被改成

芬加耳，事件的地点也换成了苏格兰。４３４在爱尔兰民间的口头传说

中，芬以巨人芬·麦库阿耳的名称继续存在；几乎在爱尔兰的每个

地方，人们都把某一件惊人的业绩归之于他。

毫无疑问，基督教在爱尔兰很早就已经出现，至少在东海岸是

０６５ 弗·恩 格 斯

① 在整部“古制全书”中，Ｆｅｉｎｉ（芬尼）都被用作爱尔兰人民的名称。Ｆｅｉｎｅｃｈｕｓ，

ｆｅｎｃｈｕｓ（芬尼法律）常用来表示“古制全书”或另一部可在已散失的法律汇编。

ｆｅｉｎｅ，ｇｒａｄｆｅｉｎｅ的意思都是平民即自由人的最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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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远在帕特里齐乌斯以前已经有这么

多爱尔兰人在教会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异教徒佩拉吉阿斯通常

都被认为是来自班戈尔的威尔士教士；而卡里克费尔格斯附近也

存在过古老的爱尔兰班戈尔修道院，或者更正确地说，班霍尔修道

院；佩拉吉阿斯正是那个地方的人，这一点有热罗尼莫的话为证，

因为他说佩拉吉阿斯“愚蠢并且因喝苏格人的稀粥而变得笨拙”

（《ｓｃｏｔｏｒｕｍｐｕｌｔｉｂｕｓｐｒａｅｇｒａｖａｔｕｓ》）。
４３５
这是第一次提到爱尔兰燕

麦稀粥（爱尔兰语是ｌｉｔｅ，爱尔兰英语是ｓｔｉｒａｂｏｕｔ），这种粥在当

时，并且直到出现马铃薯时一直是，以后又和马铃薯一起是爱尔兰

人民的主要食品。佩拉吉阿斯的两位高足——策列斯提乌斯和阿

尔宾，也是苏格人，即爱尔兰人；根据格纳迪的叙述４３６，策列斯提乌

斯曾经从修道院中给他的父母写过三封长信，可见，在四世纪时，

在爱尔兰就已经使用拼音文字了。

在中世纪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爱尔兰人被称作苏格人，他们的

国家被称作苏格蒂亚；我们在克罗狄安、伊西多尔、贝达的著作中，

在腊万纳的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在爱因哈德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这种称呼，甚至阿尔弗勒德大帝还这样写道：“海伯尼亚，我们称它

为苏格兰”（《Ｉｇｂｅｒｎｉａｔｈｅｖｅ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ｈａｔａｄｈ》）。
４３７
现在的苏格兰

那时有一个外国名称叫做凯利多尼亚，它的当地的名称则是阿里

巴，阿里巴尼亚；苏格蒂亚或苏格兰这个名称只是在十一世纪才被

移到东边岛屿的北端来。大约在三世纪中叶，爱尔兰的苏格人开始

大批迁往阿里巴；早在公元３６０年，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就

已经知道他们住在那里了。４３８他们通过最近的海路即从安特林迁

居到金太尔半岛；南尼阿斯就明确地提到过，那时统治着到克莱德

河和福思河为止的全部苏格兰低地的不列颠人，西面受到苏格人

１６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侵袭，北面受到皮克特人的侵袭。
４３９
古威尔士的历史著作“三组

文”４４０第７卷记载着，魁迪耳菲希提人［ｇｗｙｄｄｙｌｆｆｉｃｈｔｉ］（见下面）

从爱尔兰经诺曼海（ＭｏｒＬｌｙｃｈｌｉｎ）漂流到阿里巴尼亚，并在沿海

地区定居下来。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的海称作诺曼海，这个

事实就足以证明，上述的“三组文”是在诺曼人征服赫布里底群岛

以后编成的。公元５００年左右，又有大批苏格人迁入，他们逐渐建

立了自己的王国，脱离爱尔兰以及皮克特人而独立，最后在九世纪

肯尼思·麦卡尔平时征服了皮克特人，创立了约一百五十年后（大

概首先由诺曼人）改称为苏格兰、苏格蒂亚的国家。

古代威尔士文献（南尼阿斯，“三组文”）提到魁迪耳菲希提人

或盖尔的皮克特人在五、六世纪时对威尔士的入侵，而且每次都说

成是爱尔兰的苏格人的入侵。Ｇｗｙｄｄｙｌ这个词（ｇａｖｉｄｈｅａｌ的威尔

士写法）是爱尔兰人用来称呼自己的名称。至于为什么同时还提到

“皮克特人”，则有待于他人的研究了。

在五世纪二十年代中到四十年代末，由于帕特里齐乌斯（爱尔

兰语为Ｐａｔｒａｉｃ，因为克尔特人总是按古罗马人的方式，把《ｃ》读

《ｋ》的音）的活动，基督教没有经过暴力的震动，就成了爱尔兰的

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这时候，与不列颠早就存在的联系也活跃起来

了，不列颠的建筑师和营造匠到了爱尔兰；他们教会原来只知道用

光秃秃的石块堆砌建筑物的爱尔兰人使用石灰浆。从七世纪到十

二世纪只有教会的建筑物使用石灰桨，这就足以证明，这种方法是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引入的，并且也证明，从那时起，宗教界（异族

文化的代表）在自己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是和人民完全隔绝的。在人

民的社会生活毫无进步或者进步极慢的时候，在宗教界中文化却

很快获得了发展，这种文化，在当时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它按照时

２６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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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风格常常表现为迫切地促使异教徒改教和建立修道院。科伦

巴使不列颠的苏格人和皮克特人改信基督教，加尔（圣加伦修道院

的奠基人）和弗里多林使阿勒曼尼人改信基督教，基利恩使居住在

美因河的法兰克人改信基督教，佛吉利厄斯使萨尔茨堡的居民改

信基督教；这五人都是爱尔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主

要也是由于爱尔兰传教士的作用。同时，在整个欧洲，爱尔兰更以

学问的发源地见称，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说是根深蒂固，查理大帝就

曾经请爱尔兰教士阿尔宾到帕维亚去任教，以后又由另一爱尔兰

人敦加尔代替了他的职位。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但现在已多半被

人遗忘的许多爱尔兰学者中间，最卓越的是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

父”或被艾尔德曼称为“中世纪哲学的ＣａｒｏｌｕｓＭａｇｎｕｓ〔查理大

帝〕”的约翰·司各特·伊里吉纳。黑格尔在论及他时这样说：“他

是当时第一个开创真正的哲学的人。”４４１在九世纪的西欧人中他是

唯一懂得希腊文的，他翻译了被认为是迪奥尼修斯法官的著作，从

而重新建立了和古代哲学的最近一代人的联系，和亚历山大里亚

新柏拉图学派４４２的联系。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

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

论；因此，当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直到

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伊里吉纳所奠基的科学才有了坎特伯雷的安

瑟伦这样一个继承人。①

３６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① 伊里吉纳的详细学说和著作见艾尔德曼著“哲学史纲”１８６９年柏林第２版第１

卷第２４１—２４７页（《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２Ａｕｆｌ，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９，Ｂｄ ，Ｓ２４１—２４７）。从伊里吉纳（他绝非什么宗教人物）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所特有的那种灵敏机智。一次，法国国王秃头查理和

他隔一张桌子坐着，查理问他，苏格人（ｓｃｏｔ）和笨蛋（ｓｏｔ）相差多少，伊里吉纳

答道：“相差一张桌子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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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较高发展的文化还来不及对人民发生影响，就被诺

曼人的强盗式的侵袭所中断了。这种强盗式的侵袭成为斯堪的那

维亚的、特别是丹麦的爱国主义的贸易的主要对象；只是由于开始

得太晚，而且出于太小的民族，所以才没有能够像过去日耳曼人入

侵那样，大规模地发展为征服、殖民化和形成国家。诺曼人的侵袭

引起了巨大的即使对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本身也毫无裨益的动乱，

和这种动乱比起来，这些侵袭对历史发展的好处是完全不值一提

的。

在八世纪末，住在爱尔兰的还绝对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全岛

的最高王国政权只是表面上存在，而这个表面上存在的最高政权

也绝对不是永久性的。各地区国王的数字经常变动，就像他们的属

地经常变动一样；他们之间经常处于内战状态，而各处的更小的首

领们也同样忙于私人的倾轧。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些内讧中，看来

存在着某种规则，使得破坏有一定的范围，从而使国家不致受害太

大。但是后来发生了注定不可避免的变化。公元７９５年（在这个掠

夺性民族首次光顾英格兰之后若干年），诺曼人在安特林岸边的腊

思林岛登陆，并把一切付之一炬；７９８年，他们又在都柏林上岸，从

那时起，年表上几乎每年都用“异教徒”、“异族人”、“海盗”等名称

提到他们，而且还总是提到他们在某一处或某几处《ｌｏｓｃｃａｄｈ》（纵

火）。他们移居于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南方群

岛，古斯堪的那维亚史诗中的Ｓｕｄｈｒｅｙｊａｒ，并以此作为进攻爱尔

兰、英格兰以及未来的苏格兰的基地。九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都

柏林①，据吉拉德说，都柏林就是由他们初次改建成一个真正的城

４６５ 弗·恩 格 斯

① 斯诺里所著的“哈拉德史诗”４４３中说，哈拉德·哈法格尔的儿子托尔吉耳斯和

弗罗迪比所有其他诺曼人更早占据都柏林（即至少比我们这里所说的晚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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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他认为建立瓦特福德和里美黎克两城市的也是他们。瓦特福德

这一名称本身就是古斯堪的那维亚语Ｖｅｄｈｒａｆｉｏｒｄｈｒ按英语方式

的改写（改写后已经失去原义），它的原义应是避风港（Ｗｅｔｔｅｒ

ｆｏｈｒｄｅ）或“公羊港”［Ｗｉｄｄｅｒｂｕｃｈｔ］。当诺曼人一在爱尔兰住下来

以后，当然他们首先就需要攫取设防的港埠；这些港埠的居民在长

时期中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到十二世纪时，在语言和风俗方

面，他们早已被爱尔兰人同化了。爱尔兰首领们相互之间的纠纷，

大大有利于诺曼人对这个国家的掠夺，并在这个国家建立他们的

移民区，甚至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征服全岛。大约在公元

１０００年写成的《Ｋｒａｋｕｍａｌ》，即囚禁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的蛇塔

中的腊格纳·洛德布罗克的所谓死前之歌，表明了斯堪的那维亚

人自己如何把爱尔兰当作一个经常给他们提供战利品的国家。４４４

古代多神教的那种野蛮，在这首歌中似乎最后一次强烈地表现出

来了；这首歌以歌颂腊格纳王的功绩为名，实际上则是这整个北方

民族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从杜纳闵德到弗兰德的海岸，在苏格兰

（它这时已被称为苏格蒂亚，并且可能是第一次被这样称呼）和爱

尔兰举行强盗式的进军的简述。说到爱尔兰的有：

  “我们挥动利剑，旷野里积尸如坟，

  狼兄狼弟兴高采烈，将鲜血开怀痛饮，

  铁剑击铜盾；爱尔兰君主马斯太因

  不使鸷鹰饥饿，更让恶狼狂吞，

  在韦德腊福德给大鸦献上牺牲。

５６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年），这是和所有就当时来说确切可靠的爱尔兰史料相矛盾的。斯诺里的叙述

中显然把哈拉德·哈法格尔的儿子托尔吉耳斯和下面将谈到的托尔吉耳斯或

土尔格齐混淆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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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挥动利剑，早晨发起一场游戏——

  在林迪赛里同三个国王愉快地比比高低。

  只有少数幸运儿活着回去；

  鹰隼与饿狼争肉，豺狼大口吞食人体，

  爱尔兰人的群血像潮水泛滥海堤。”①

早在九世纪上半叶，诺曼海盗托尔吉耳斯（爱尔兰人称他为土

尔格齐）就已经征服了整个爱尔兰，但是在８４４年他死去以后，他

的国家也就瓦解，而诺曼人也就被赶了出来。入侵和战斗继续着，

双方互有胜负，最后，到十一世纪初，原来只在曼斯特一部分地区

为王的爱尔兰民族英雄布里安·博卢高升为全爱尔兰的统治者，

于１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耶稣受难节）在克隆塔尔弗（紧靠都柏林）和

入侵爱尔兰的诺曼人进行了一场决战。结果，入侵者的统治被永远

摧毁了。

移居在爱尔兰并使伦斯特丧失独立的诺曼人（伦斯特国王迈

６６５ 弗·恩 格 斯

①   Ｈｉｕｇｇｕｖｅｒｍｅｄｈｈｉｏｒｖｉ，ｈｖｅｒｒｌａｔｈｖｅｒｒｏｆａｎｎａｎ；

ｇｌａｄｈｒｖａｒｄｈｇｅｒａｂｒｏｄｈｉｒｇｅｔｕｖｉｄｈｓｏｋｎａｒｌａｅｔｉ，

ｌｅｔｅｉｏｒｎｎｅｙｌｇｉ，ｓａｅｒＩｒｌａｎｄｉｓｔｙｒｄｈｉ，

（ｍｏｔｖａｒｄｈｍａｌｍｓｏｋｒ ｔａｒ）Ｍａｒｓｔｅｉｎｎｋｏｎｕｎｇｒｆａｓｔａ；

ｖａｒｄｈ Ｖｅｄｈｒａｆｉｒｄｈｉｖａｌｔａｆｎｇｅｆｉｔｈｒａｆｎｉ

Ｈｉｕｇｇｕｖｅｒｍｅｄｈｈｉｏｒｖｉ，ｈａｄｈｕｍｓｕｄｈｒａｔｍｏｒｎｉ

ｌｅｉｋｆｙｒｉｒＬｉｎｄｉｓｅｙｒｉｖｉｄｈｌｏｆｄｈｕｎｇａｔｈｒｅｎｎａ；

ｆａｒｒａｔｔｉｔｈｖ ｆａｇｎａ（ｆｅｌｌｍａｒｇｒ ｇｙｎｕｌｆｉ，

ｈａｕｋｒｓｌｅｉｔｈｏｌｄｍｅｄｈｖａｒｇｉ），ａｔｈａｎｎｈｅｉｌｌｔｈａｄｈａｎｋａｅｍｉ；

Ｙｒａｂｌｏｄｈ ｏｅｇｉａｅｒｉｔｆｅｌｌｕｍｓｋａｅｒｕ

如上所述，韦德腊福德即瓦特福德；至于能否找到林迪赛里这地方，则不

得而知。但是这决非约翰斯顿所译的伦斯特４４５；词尾ｅｙｒｉ（沙滩，丹麦文是ｏｒｅ）

是指一个十分肯定的地方。Ｖａｌｔａｆｎ也可作“鹰的食物”解，而此处也多半可以

这样译；不过由于大鸦是奥丁的神鸟，所以显然这个词既可以用作这种意思，

也可以用作另一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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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莫尔达于公元９９９年在他们的帮助下登上王位，而且以后也只

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才保住政权）预见到将要发生一场决战，就分头

派遣使者到南方群岛和奥克尼群岛以及丹麦和挪威求援，并且果

然获得了大批的援军。“尼亚耳史诗”４４６叙述了西古尔德·劳德里

松伯爵如何在奥克尼群岛上装备起来，准备进军，索尔斯太因·西

杜哈耳森、红发赫腊芬以及斯特劳梅的厄尔林如何和他一同出发，

他如何率领队伍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天进抵都柏林（Ｄｕｆｌｉｎ）。

“这时，布罗迪尔也率领他的军队来到。他用巫术来预卜战争的结局，得

到的回答是：如果星期五开仗，布里安王将要战死，但他会获得胜利；如果早

于星期五开仗，所有他的敌人都将战死；于是布罗迪尔就说，不应该在星期五

以前开仗。”

关于这次战役有两种传说，即爱尔兰年表中的说法和斯堪的

那维亚“尼亚耳史诗”中的说法。据后者说：

“布里安王率全军迫近要塞〈都柏林〉；〈诺曼人的〉军队星期五开出要塞，

于是两军摆开了阵势。布罗迪尔居一翼，西林特留格王〈据“因尼斯法耳年表”

４４７，他是都柏林的诺曼人之王〉居另一翼。应该说，布里安王并不想在星期五

作战，在他的周围设置了盾甲工事，他的军队则摆在前面。乌耳夫·赫雷达在

面对布罗迪尔的一翼，另一侧翼（面对西格特留格）是奥斯帕克和他的儿子

们，间是克尔提亚耳法德，他面对着军旗。”

战斗开始后，乌耳夫·赫雷达把布罗迪尔赶进了森林，后者就

在那里躲起来；西古尔德伯爵和克尔提亚耳法德进行了激烈的战

斗，那时克尔提亚耳法德已经冲到军旗前面，杀死旗手并接着砍倒

第二个打起军旗的士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再来打旗，西古尔德

伯爵把旗帜从旗杆上撕下，藏在自己的衣服里。接着，他被矛枪刺

死，他的卫队大概也同时被击溃了。这时，奥斯帕克抄了诺曼人的

后路，经过一场激战，粉碎了西格特留格统率的一翼。

７６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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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所有的队伍都开始逃散。索尔斯太因·西杜哈耳森在别人都逃走

的时候仍留在那里系他的鞋带。克尔提亚耳法德问他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逃

走。索尔斯太因答道：‘咳，今天晚上我反正是到不了家的，我的家在冰岛。’于

是克尔提亚耳法德就把他放了。”

这时，躲起来的布罗迪尔看到布里安的军队在追赶逃兵，而留

在盾甲工事中的人已经不多。于是他就从森林中跑出来，冲破工事

把国王杀死（那时布里安已８８岁，当然已不能参加战斗，所以留在

营垒里）。

“于是布罗迪尔就高声大叫：‘让人们到处传说吧，布里安是死在布罗迪

尔手里的！’”

但是，追击敌人的士兵返回来了，他们包围并活捉了布罗迪

尔。

“乌耳夫·赫雷达剖开他的肚子，拖他围着一棵橡树走，把他的肠子拉出

来缠在树干上，布罗迪尔直到肠子完全被拉出以后才死去，布罗迪尔的部下

也完全被歼灭。”

根据“因尼斯法耳年表”，诺曼军队分成三队。第一队由都柏林

的诺曼人和来帮助他们的１０００个身披长环甲的挪威人组成；第二

队由爱尔兰的伦斯特补充部队组成，由迈耳莫尔达王统率；第三队

由来自各岛屿的人和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援军组成，统率他们的

是运输这些援军的舰队的司令布卢阿代尔和奥克尼群岛的伯爵洛

达尔。布里安针对他们也把自己的军队组成三队，不过他们的指挥

官的名字和“尼亚耳史诗”上所说的不一样。关于战斗的叙述本身

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四教长年表”的记载倒是更为简洁明了，

我们引述如下：

“基督诞生后１０１３年〈应为１０１４年，但通常都误为１０１３年〉从整个西欧

８６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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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异族人集合起来反对布里安和迈耳沙赫莱恩〈布里安属下的米斯王，人

们通常称他为玛拉基〉，他们带来１０００个身披环甲的兵士。在克卢安塔尔布

〈牧牛场，即现在的克隆塔尔弗〉，正好在受难节那天他们展开了一场古今未

有的激烈的、凶猛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被杀死的有８８岁

的布里安、他的６３岁的儿子穆尔哈德、他的侄子科奈因、他的孙子托伊尔达

耳巴赫〈接下去还有许多名字〉。最后，经过激烈的战斗，由于同异族人和伦斯

特人的勇敢搏斗，迈耳沙赫莱恩将〈敌人的〉队伍从土耳凯恩赶到Ａｔｈｃｌｉａｔｈ

〈都柏林〉；在战斗中伦斯特王迈耳莫尔达战死，他是穆尔哈德的儿子，而穆尔

哈德则是芬的儿子，……此外，还有无数伦斯特人被杀死。被杀死的还有安兰

尼勃的儿子杜勃加耳〈通常称他为安拉夫或奥拉夫〉和格卢尼艾尔恩的儿子

吉拉基阿兰，两名异族的下属军事首领（ｔａｎａｉｓｉ），奥克尼群岛伯爵（ｉａｒｌａｉｎｓｉ

ｈＯｉｒｃ）洛德尔的儿子齐希弗里特，丹麦人的首领布罗达尔，后者就是杀死布

里安的人。１０００名环甲兵都被歼灭，在那里战死的异族人至少有３０００人。”

“尼亚耳史诗”是在那次战争结束近一百年之后在冰岛写成

的；爱尔兰的年表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当时人的叙述。这两种史料

彼此并无联系，可是两者不仅在要点上完全符合，而且还互相补

充。布罗迪尔和西格特留格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只是从爱尔兰年表

中才知道的。西古尔德·劳德里松在这里被写作洛德尔的儿子齐

希弗里特，因为齐希弗里特正是古斯堪的那维亚语中西古尔德这

一名字按盎格鲁撒克逊方式的正确写法，而在爱尔兰，无论在钱币

上或年表中，斯堪的那维亚的名字大都不按古斯堪的那维亚方式

而是按盎格鲁撒克逊方式写的。在“尼亚耳史诗”中，布里安属下的

军事首领的名字都是按照斯堪的那维亚方式改写的；其中乌耳夫

·赫雷达这一名字甚至完全是古斯堪的那维亚式的，不过，要像某

些人那样，就此得出结论，说布里安的军队中也有诺曼人，那是武

断的。奥斯帕克，以及克尔提亚耳法德，大概都是克尔特人的名字；

９６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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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可能是“四教长年表”中托伊尔达耳巴赫这一名字的变形。关

于日期，一种史料说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五，

另一种史料说是在受难节，两种史料完全相符；关于战争的地点，

两种史料也完全一致；虽然“尼亚耳史诗”中曾提到坎塔腊堡（或坎

特伯雷）４４８，但明确指出战争是在都柏林大门外进行的。战斗的情

况，“四教长年表”中记载得最为确切：诺曼人从他们向布里安军队

发动进攻的克隆塔尔弗平原被击退，经过从北面流过都柏林附近

的托耳卡河退到都柏林。关于布罗迪尔杀死布里安王，两种史料均

有记载，只是斯堪的那维亚的史料说得较为详尽。

如果考虑到那个时代尚处于不开化状态这一情况，应该说，我

们所掌握的关于这次战争的材料已经是足够详细和可靠了；关于

十一世纪的战争，我们还很少能找到敌对双方的如此明确而又彼

此吻合的记载。尽管如此，高德文·斯密斯教授先生仍然认为这

不过是“虚构的（ｓｈａｄｏｗｙ）冲突”（上述他的著作第４８页）。的

确，在教授先生的头脑中，最明显不过的事实也常常具有“虚

构”的性质。

在克隆塔尔弗战败以后，诺曼人的强盗式的侵袭减少了，并且

也不那么危险了；都柏林的诺曼人很快就处于邻近的爱尔兰首领

的统治之下，而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就和爱尔兰居民融合了。斯

堪的那维亚人的侵袭造成了一片荒凉，作为唯一补偿的是，他们给

爱尔兰人留下了三四个城市和从事贸易的城市居民的萌芽。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

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

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

０７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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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

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雅科布·格林

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

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４４９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

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

之歌”到“艾达”４５０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从Ｌｅｇｅｓｂａｒ

ｂａｒｏｒｕｍ
４５１
到古丹麦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习惯法记录的一切

法律汇编，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一种或那

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

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

别就越是少见。

七世纪和八世纪时，斯堪的那维亚和德意志的居民相互间的

差别比目前来得小，同样，最初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和高卢的克尔

特人之间，也一定比现在的爱尔兰人和法国人之间有更多的相同

之处。因而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为什么凯撒当时所说的高卢人的那

许多特征，在十二个世纪以后，吉拉德又在爱尔兰人中重新发现，

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爱尔兰的民族性格中也仍然可以看到这些

特征，尽管他们已经大大地混杂了日耳曼血统……４５２

１７５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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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爱尔兰史”的片断

英国人已经做到了使属于各个不同种族的人安于它的统治。

对于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语言非常保守的威尔士人，已经完全和不

列颠王国结合在一起了。苏格兰的克尔特人虽然直到１７４５年４５３还

具有反抗精神，虽然在这以后他们几乎先后为政府和他们自己的

贵族所完全歼灭，他们现在却想也没有想到起义。诺曼底群岛的法

国人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曾进行反抗法国的激烈的战斗。但

是甚至被丹麦出卖给英国的黑尔郭兰岛的弗里西安人４５４也安于自

己的命运，而只是在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后，萨多瓦的胜利和北

德意志联邦的成功才使他们从心底发出同“伟大的祖国”合并的痛

苦呼声。只有爱尔兰人，英国人没有把他们制服。原因在于爱尔兰

种族的异乎寻常的伸缩性。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以后，在每一次要把

他们歼灭的企图以后，经过一个短时期，爱尔兰人又比过去任何时

候都更加坚强地站了起来；他们似乎总是从骑在他们头上压迫他

们的异旅驻军那里汲取了主要的力量。异族人在第二代，甚至往往

在第一代，已经变得比爱尔兰人更像爱尔兰人（Ｈｉｂｅｒｎｉｏｒｅｓｉｐｓｉｓ

Ｈｉｂｅｒｎｉｓ），而后者则愈是掌握了英语而忘掉自己固有的语言，就

愈是成为爱尔兰人。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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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

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

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马

考莱就是一个例证。他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而成了不如他机灵的高

德文·斯密斯的一个望尘莫及的理想人物；他的那些捏造正是为

了这一目的。

杀人成了反抗大地主消灭人民的行为的唯一有效手段；由于

这种原因，并且只要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在爱尔兰就无法制止在

土地骚动基础上产生的杀人行为。这样做是有用的，因此虽然有各

种惩治法，这种行为现在还在继续，而且将来也会继续下去。正如

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在数量上时有起伏，而在一定的情况下它甚

至会具有传染病的性质，那时它甚至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也

会发生。传染病还可以防止，但是这种疾病本身却无法防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７月

上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１９４８年版第１０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３７５“爱尔兰史”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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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爱尔兰歌曲集代序４５５

爱尔兰的民间歌曲一部分产生于古代，另一部分产生于近三

四百年间，其中有许多是上一世纪才产生的；创作特别多的是当时

最后一批爱尔兰弹唱诗人中的卡罗兰。这些弹唱诗人或竖琴手（他

们既是诗人，又是作曲家，又是歌手）以前为数很多，每一个爱尔兰

首领在他的城堡中都有自己的弹唱诗人。不少弹唱诗人也作为流

浪歌手，飘泊在全国各地，遭受着英国人的迫害；英国人把他们看

做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

些弹唱诗人使人民始终鲜明地记得那些歌唱芬·麦库阿耳（麦克

菲尔逊在他的完全根据这些爱尔兰歌曲编成的“奥辛”４５６中，从爱

尔兰人那里剽窃了这个人物，易名为芬加耳，并改为苏格兰人）的

胜利、古代塔腊王宫的豪华、布里安·博卢国王的英雄事迹的古代

歌曲，以及稍后一些的关于爱尔兰首领同Ｓａｓｓｅｎａｃｈ（英国人）作战

的歌曲，弹唱诗人在他们的歌曲中也颂扬了他们同时代的为独立

而战的爱尔兰首领们的功勋。但是，到十七世纪时，伊丽莎白、詹姆

斯一世、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荷兰的威廉使爱尔兰人民完全沦为

奴隶，掠夺他们，把他们的土地抢去给英国征服者，使爱尔兰人失

去法律的保护，成为一个备受压迫的民族，这时流浪歌手们也像天

主教神甫们一样遭到了迫害；到本世纪初，他们已经逐渐绝迹了。

４７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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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他们的诗歌只留下一些片断；他们给自己被奴

役的但是没有被征服的爱尔兰人民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

们的歌曲。

所有用爱尔兰文写的诗，每一节都是四行；因此，这种四行一

节的格式，虽然往往不大明显，通常还是大多数歌曲、特别是古老

的歌曲的基础；此外还常常附有叠句或竖琴弹奏的尾声。目前，在

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只有老年人才懂得爱尔兰语，或者已经

谁也不懂得爱尔兰语，但即使在这个时候，有许多这种古老的爱尔

兰歌曲，人们还是只知道它们的爱尔兰文名称或者开头的歌词。大

部分比较晚近的歌曲，则已经有了英文名称和英文歌词了。

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直到今天也还

是民族情绪的表现。当统治者的压迫手段日益翻新、日益现代化的

时候，难道这个被统治的民族还能有其他的表现吗？四十年前第一

次使用而在近二十年间达到顶点的最新手段，就是把爱尔兰人大

批地驱逐出他们的故土，而在爱尔兰，这就等于驱逐出国境。从

１８４１年起，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２５０万，有３００万以上的爱尔兰

人流亡国外。这一切都是由于来自英格兰的大地主追求利润和强

行勒索而造成的。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三十年，爱尔兰人恐怕只有

在美洲才能找得到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５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７５爱尔兰歌曲集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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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４５７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伦敦西区希腊街１８号  

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以集体方式加入

协会；接受入会的唯一条件就是承认协会的原则并缴纳入会申请

书的费用；申请书（上面打蜡，并裱在带轴的麻布上）的费用是５先

令。加入协会的团体不一定要缴纳什么会费；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经费斟酌情况决定是缴纳会费或是在它们认为协会的活动应当得

到支持的时候随时给协会以支持。

中央委员会愿意把充分地阐述了协会的原则和目标的宣言和

章程寄给任何一个表示了这种要求的团体；在伦敦地区内还准备

派出代表团，代表团将对提出的任何需要了解的细节作进一步的

说明。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派遣代表１名参加中央委员会。个人

会员除为会员证缴纳１辨士以外，规定每年缴纳会费１先令；会员

证同关于协会的全部情况一样，可以从名誉书记或每星期二晚上

８点至１０点在希腊街１８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

         法国通讯书记 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 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 艾·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 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 莱·路易斯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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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主席 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委员 乔·威·威勒尔

名誉总书记 威·朗·克里默

愿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

团体的申请书格式

我们，在 集会的 成员们声明，我们

完全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目标，并保证传播和贯彻这些原

则和目标；为了证实我们的诚意，我们现在特请求中央委员会接受

我们加入兄弟般的同盟，作为协会的附属分部。

受 名会员的委托签字

书记

主席

 年

起草于 年 月

年夏在伦敦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０８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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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在１８６５年７月２５日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上修改和通过的

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

和代表会议的报告４５８

鉴于我们的法国和瑞士通讯员们迫切要求中央委员会着手履

行在协会成立时交给它的任务——今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

会，以便讨论欧洲无产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常务委员会在全面地研

究了这一问题之后，现在将下列建议提交你们批准：

１ 由于目前不可能在布鲁塞尔或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建

议不召开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

定于９月２５日，星期一。

２ 在大陆和英国的同情我们事业的报纸上发表如下声明：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下列三个原因，决定延

期在布鲁塞尔或任何其他地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因为中央委员会确信召开一个人数不多的、由大陆上协

会的几个主要分部的代表参加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来讨论应向即

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的议程是适宜的；

第二，因为工人阶级的精力和注意力在英国已完全被选举改

革运动、议会选举和工业展览所吸引，而在法国，又完全被罢工所

吸引，以致协会没有能够充分得到发展；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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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因为比利时议会今年通过了外侨法，这个法律阻碍协会

在比利时首都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排除了在那里召开代表会议的任

何可能性。”

３ 代表会议的组成应当是：邀请每个中央理事会派代表２

人，另外，再由里昂派代表２人。代表的旅费由代表所属的分部负

担，在伦敦的费用则由中央委员会支付。

４ 至于这些经费的来源问题，公民荣克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了

慷慨的建议，他准备负担瑞士代表的伙食和住宿费用。其他费用，

常务委员会建议：

第一，中央委员会委员明年的会费在９月即代表会议开幕前

缴纳；

第二，委托总书记号召已经加入协会的团体的书记们加紧发

展个人会员以弥补代表会议的费用；

第三，建议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取一些会员证来发展会员，先以

现金向委员会交付会员证费用，以后随会员的发展再不断偿还自

己这笔支出。

５ 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通过如下议程，并将它提交代表会

议讨论。

需要中央委员会修改和通过的议程如下：

（１）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

（２）有关协会组织的问题。

（３）在协会帮助下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的

问题。

（４）工会——工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５）合作劳动。

２８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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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直接税和间接税。

（７）缩短工作日。

（８）女工和童工。

（９）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

（１０）常备军；它对生产者阶级利益的影响。

６ 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的预备会议将同常务委员会联合举行，

而决定性会议则同中央委员会联合举行。

７９月２８日举行晚会庆祝下列三件事：第一，协会成立周年

纪念；第二，大陆代表的来到；第三，美国联邦制和自由劳动的胜

利。

晚会节目包括同志式的茶会、祝词、座谈和舞会。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３８５中央委员会修改和通过的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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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１８６６年１月２９

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４５９

我们从１月２９日的一封伦敦来信中摘引如下一段：

“在死气沉沉的英国，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对待宗教的极其重要

的运动。以赫胥黎（达尔文学派）为首的一些极著名的学者——

查理·赖尔、包令、卡本特尔等人在圣马丁堂给人民作启蒙的、真

正勇敢的、充满自由思想的讲演，而且是在星期日晚上，正好是

上帝的羔羊通常到神主的牧场上去朝圣的时候。大厅里经常挤满

了人，人民的情绪非常热烈，在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当我同家

里人来到大厅时，就有２０００多人不能进入这个已经挤得满满的、

闷热的场所。神甫让这种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三次。然而，昨

天晚上，大会得到通知，在精神之父提出的反对Ｓｕｎｄａｙｅｖｅ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星期日人民晚会）的诉讼案结束以前，不应再作

任何讲演。大会坚决表示了愤慨，并且立即募集了百余英镑作为

诉讼费用。神甫们干涉这件事是何等的愚蠢啊！使这帮虔诚的信

徒感到十分懊丧的是，晚会结束时还有音乐；大家齐声高唱亨德

尔、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森和古诺的歌曲，而且这种歌唱受

到了英国人的热烈欢迎；在这以前，每逢星期日英国人只许大声

唱《Ｊｅｓｕｓ，Ｊｅｓｕｓｍｅｅｋａｎｄｍｉｌｄ》（耶稣，温和慈悲的耶稣）或者

到Ｇｉｎｐａｌａｓｔ（酒馆）去。”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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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也许能推动英国的许多自由思想者团体
４６０
，它们以

前一直采取比较矜持的态度，现在可能使它们为了实际运用自己

的研究而在人民面前行动起来。

芬尼亚社社员的事业４６１引起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这

是因为他们反对神甫，同时也因为他们是共和派。这一事实也是时

代的象征。①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６年１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６６年２月“先驱”杂志第２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５８５燕妮·马克思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

① 最后两段是“先驱”杂志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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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４６２

于伦敦弗利特街包佛里街１８号

致“佛尔维耶回声报”编辑先生

阁下：

我们信赖您的正义感和您“在工人阶级中间传播真理和普及

教育”的愿望，因此恳请您将附上的这封信予以发表，这封信的副

本已经寄给公民韦①了。

忠实于您的 荣克

韦先生：

在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２９３号上登载了

一篇文章，其目的似乎是要向劳动者解释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

会委员所遵循的原则；公民勒·吕贝向委员会介绍了这篇文章（这

是根据给他的委托），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是匿名发表的，然而是

出于您的手笔。

在讨论了这篇文章之后，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６６年１月９日的会

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要求公民韦论证他所提出的事实，如果拒绝证实或者不能证

６８５

① 韦济尼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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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这些事实，就把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由于您的文章同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合，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

自己有责任恢复真相；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托付给自

己的权力，不打算以诬蔑还击诬蔑，以伪造的非难对付伪造的非

难，不愿意堕落到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它让被非难者本人来为自

己辩护，它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不前，同时不管虚伪的朋友怎

样说，它决不让自己受到任何怀疑。

下面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

一

“不久，全体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都辞职了，他们退出的理由是托伦先

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佛尔维耶回

声报”第２９３号）

中央委员会的九个法国委员中只有两人退出，即德努阿尔先

生和勒·吕贝先生，而且后者很快又回来了；至于意大利委员，其

中有一人（公民沃尔弗）说明了自己退出的理由并不是“托伦先生

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而是中

央委员会通过了由小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公民勒弗尔的决议①，可

是这个决议在几小时以前他本人还以小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投票赞

成过。

７８５给“佛尔维孜孜不倦回声报”的信

① 见本卷第９０—９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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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员会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一直进行工作到今天。”（“佛尔维耶回

声报”第２９３号）

退出委员会的两个法国委员之一，前法国书记公民勒·吕贝

不久就作为德特弗德支部的代表回来了；因此，“委员会在没有他

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为时不久。

三

“它（委员会）公布了宣言和临时章程；前者出自一位著名的拉丁族政论

家之手，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２９３号）

宣言和章程是在意大利委员和两名法国委员退出委员会以前

发表的；宣言并不是出自拉丁族的著名政论家之手，而是出自日耳

曼族的作家之手；①还在拉丁族政论家看到宣言以前，宣言就由中

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其中包括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一致通过了；

拉丁族政论家不仅不是宣言的作者，而且如果他事先看到这个文

件，他就会因为宣言的反资产阶级倾向而号召意大利委员起来反

对它；但是他晚了，只能阻止意大利委员把宣言译成意大利文。显

然，您从来没有读过这个宣言，而拉丁族政论家也不会因为您把他

当作这个作品的作者而感激您。

８８５ 附  录

① 前者指朱·马志尼，后者指卡·马克思。——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四

“它（委员会）是否力争达到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彻底解放劳动者呢？

没有！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一年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召开代表会议和制

定应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上面，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

２９３号）

中央委员会只是到１８６５年才开始工作；因此，在代表会议以

前是有９个月的时间；它把这９个月的“宝贵时间”用于建立国际

联系和扩大英国国内的联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委员会委员组

成的代表团每周都访问了各种不同的工人团体，建议它们加入协

会。这项工作的成果如下：到代表会议召开时，国际工人协会在英

国有１４０００名会员；加入协会的包括鞋匠协会和泥水匠协会这样

大规模的组织；这些规模巨大的工人组织（工联）的最有威信和最

著名的活动家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创办了报纸，其名称（“工人

辩护士报”）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任务，它随时随地都维护着工人阶

级的利益。

在英国成立了争取普选权的团体（改革同盟）——这个团体有

成千上万的成员；其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和大部分委员都是从我们

的人中间选举出来的。

在法国有数千名拥护者。

在巴黎有一个强有力的、活动积极而又无可非议的理事会领

导着一个拥有２０００多名会员的组织；在里昂、卢昂、南特、卡昂、讷

夏托、庞 勒韦克、邦丁、圣丹尼、利济厄、皮托、伯利维尔以及其他

地方都有分部。

９８５给“佛尔维孜孜不倦回声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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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在日内瓦有一个由优秀人物组成的领导机构，领导着

一个拥有５００名会员的组织；在洛桑、斐维、蒙特勒和纽沙特尔州

都有分部。

在比利时，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最好的征兆；中央委员会有理由

认为，西班牙很快也会学比利时的榜样。

五

  “不，它（委员会）甚至既没有邀请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或许许

多多的英国团体派一名代表、也没有邀请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或法国

现存的这些团体派一名代表来参加它于１８６５年９月举行的代表会议，因为

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

他们提不出什么证据来说明他们负有全权代表的责任。他们不仅不是法国工

人团体的代表，而且他们参加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成了妨碍这些团体派出自

己的代表的唯一原因。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团体，它们由于这个原因而

拒绝参加代表会议，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２９３号）

按照业已确定的原则，只有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加入国际

工人协会的团体才能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我们的财政状况使我

们不得不把代表的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

从“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能够派遣代表的只有

舒尔采 德里奇组织的各消费合作社和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即全

德工人联合会。前者只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它

的成员是不知道的），舒尔采 德里奇就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

首脑人物之一；至于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它们过去而且直到现

在都是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其中有一部分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

０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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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部分、即当时尚未改组的那一部分则承认曾作为瑞士代表

出席代表会议的约·菲·贝克尔的领导。在代表会议期间，贝克

尔接到了佐林根工厂工人的委托，于是他也成了日内瓦德国人团

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当时伦敦的德国人团体（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派有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４６３。

除了工人们在德国建立团体时所遇到的阻碍外，法律也禁止

他们加入外国团体；然而仍然有几个协会的支部在德国的北部和

南部建立起来了。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困难，那末是否应当对于德国并没有像

中央委员会所期望的那么多的代表这一点感到惊讶呢？

中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很好地代表了英国人的团体。主席奥

哲尔是工联理事会（英国所有工联的最高理事会）的书记；总书记

克里默是木工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改革同盟的书记豪威耳同时又

是泥水匠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和泥水匠协会书记柯耳森都是这

个协会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代表；一个人寿保险互助会的理事会的

成员威勒尔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代表鞋匠（有５０００名会员）的是奥哲尔、摩尔根和柯普，而肖

则代表了彩画匠，等等。

出席１８６５年意大利工人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公民

沃尔弗，以及委员会的其他意大利委员，虽然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中

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在意大利却连一个会员也没有能够吸

收；中央委员会感到十分遗憾，意大利委员甚至到退出委员会时都

没有得到“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的充分信任，没有能说服

哪怕是一个这样的团体加入国际协会。

１９５给“佛尔维孜孜不倦回声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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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

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

里昂支部的成员由于经费不足不能派出代表而表示遗憾，但

是他们也像卡昂支部和讷夏托支部的成员所做的那样，寄来了信

件，因而也就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和瓦尔兰是由巴黎支部一致投票选出

的；这个支部是由各种专业的工人和“劳动信贷”协会的几百个会

员组成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贝律兹也是支部的成员；他们全都参

加了或者可以参加代表的选举。４个巴黎代表之一的利穆津是各

合作团体的国际性机关报“联合”报理事会秘书。

克拉里奥耳先生是巴黎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席利先生、杜美

尼尔 马里尼先生等人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从巴黎来出席了代表

会议，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您所说的由于托伦、弗里布尔之流的参加而妨碍它们不能派

遣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其他团体是哪些呢？您是否指在法国目前

制度下容许存在的唯一团体十二月十日会４６４呢？

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在巴黎的所有自由派报纸上都发表了，

既没有引起国际协会会员或法国合作团体成员的任何怨言，也没

有引起他们的任何异议；代表们所持有的代表资格证经过中央委

员会的小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代表会议一开始，巴黎代表就提出了关于他们理事会的活动

和关于财政状况的详尽而精确的报告，为了证实这个报告，他们还

把他们的账簿和全部往来信件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对

于巴黎理事会为在法国创建和宣传国际协会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只

有表示欢迎。

２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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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比利时派遣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表——公民德·巴普，但他是一个拥

有很多团体的国家的唯一代表。”（“佛尔维耶回声报”第２９３号）

比利时只派遣一名代表，而这名代表又恰好代表着最少数的

选民，这是极可惋惜的。可是塞扎尔·德·巴普这个人毕竟还是称

职地代表了比利时。

七

“从瑞士，或者更确切些说，从日内瓦来了两名代表，两人都不是瑞士人，

一位是法国流亡者，一位是巴登流亡者，他们同上述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

一起参加了代表会议；结果有五名或者六名同一种类的人，而只有一名真正

认真选出的代表——比利时人。”（“佛尔维耶回声报”第２９３号）

瑞士代表是由国际协会瑞士各支部、成员全是瑞士人的格留

特利联盟４６５以及德国人团体普遍投票选举的。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也通过它在瑞士的国际协会组织中的代

表参加了选举。瑞士的协会会员由于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在国际

协会史中占据了光荣的地位。

瑞士代表不是同“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而是同四名巴黎

代表一起来参加代表会议的。

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公民贝克尔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是瑞

士人；比恩市的公民称号是为了感谢他对国际民主事业的效劳而

授予他的；他既是工人，同时又是出色的鼓动家、战士、组织家和作

３９５给“佛尔维孜孜不倦回声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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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贡献给劳动者的事业；像这样的伟

人居然遭到小人们的攻击，这是可笑的。显然，只有那些以自己的

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才能评论他们的功绩。

八

  “我们要问：能不能认为这种成果是令人满意的呢？”（“佛尔维耶回声报”

第２９３号）

中央委员会几乎全是由一些拿惯了锤子和锉刀的工人组成

的，他们只是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才把锤子和锉刀换成笔杆；他们拿

起笔杆，始终是为了维护或宣传某种崇高的事业，而决不是为了给

波拿巴主义效劳。如果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如工人们一般所期望

的那样令人满意，那末我们深信，他们会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令人

疲惫的劳动日之后还必须进行夜间劳动，考虑到他们的弟兄们在

不得不经受了怎样的不安之后才使事情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

九

  “委员会受到有害的影响，把类似关于必须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这样

的违背协会宗旨的问题列入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佛尔维耶回声报”

第２９４号）

中央委员会把关于消除俄国佬（而不是俄国，这完全是两回

事）在欧洲的影响的问题列入了自己的议程，这是受到了什么有害

的影响呢？“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在我们的宣言中

已经原则上得到了承认，这个宣言绝不是在什么人的有害的影响

４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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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表的。

还有什么问题是在这种有害的影响下列入议程的呢？

十

“这个重大错误已经招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群波兰人要求让他们参

加委员会，并且他们很快就会在委员会中拥有绝大多数。”（“佛尔维耶回声

报”第２９４号）

一群波兰人根本没有要求让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他们在中

央委员会中也决不是占绝大多数，而是不到二十分之一。

作者声称：“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列有十二个问题的议程，并把

它提付表决，这十二个问题几乎包括所有最一般的政治经济学问

题，但科学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可是过了几行，他连一口气也没

有喘就又承认还是这些问题具有“科学的意义”；怎样同这样的作

者进行理智的交谈呢？

中央委员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偏执，它一向力求采纳劳动人

民事业的一切真诚朋友的高见；它极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

来宣传自己的伟大原则和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抱着这种目

的在瑞士创办了三家报纸：法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未来呼声

报”和德文的“先驱”；在英国创办了唯一的以民族自决权为依据、

认为爱尔兰人有权摆脱英国的枷锁的英国报纸“工人辩护士

报”４６６。

中央委员会不能做自己本身行动的鉴定人。日内瓦代表大会

将要决定：委员会是否辜负对它的信任，它是否轻率地背弃了它所

承担的崇高使命。

５９５给“佛尔维孜孜不倦回声报”的信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海·荣克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１８６６年２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６６年２月２０日“佛尔维耶

回声报”第４３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佛尔维耶回声报”

６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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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马志尼对

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的

发言记录４６７

摘自１８６６年３月１３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在他的发言中涉及到上次会议处理问题的情况。

他说，沃尔弗少校关于我们的章程似乎是马志尼写的这一声明是

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章程是马克思本人在委员会讨论了几个方案

（其中也有沃尔弗的方案４６８）之后写的。这几个方案在两个问题上

彼此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谈到资本压迫劳动的问题。沃尔弗赞

成集中，但是在谈到工人团体时，指的只是互助会。马志尼起草的

章程是左那不勒斯举行代表大会以前发表的。

在马克思写的宣言发表以前，马志尼未必能看到这个宣言，因

为宣言一直在马克思的口袋里；除非是马志尼在宣言到了勒·吕

贝手里以后，而还没有送给“蜂房报”时看到了这个宣言。

其次，马志尼给布鲁塞尔的封丹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

比利时各团体的，信中预告它们要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关

于这一点，德·巴普曾经在代表会议上声明过。４６９

沃尔弗少校不是委员会委员；他应当把他打算提出控诉这件

事书面通知委员会。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其他大陆国家的

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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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提出抗议，反对上次会议对问题的处理，并要求把这一点写进

记录中去，因为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可能还会提出这个问题。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民录簿

８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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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４７０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日内瓦代表大会在１８６６年９月５日会议上通过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

放斗争不是要争取新的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

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

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

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

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

于这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

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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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１８６６年９月３—８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这

个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

他们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代表大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一切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根据这一切，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

工人阶级的互相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

和合作的中心。

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的工人组成。总委

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主席、

总书记、财务委员、各国书记。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规定下次

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选举总委员会

委员，并赋予总委员会以增加新委员的权利。

代表按代表大会确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

知。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不能推迟集会时

间。

第四条 总委员会在每年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协会过去一

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期

限召开代表大会。

第五条 总委员会同各种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它应该使一国

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社会状况

００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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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

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在所有的团体中加以讨论，并使协会在由于

某种实际建议或国际纠纷而需要它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在一

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个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

出建议。

为了加强同各个支部的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六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

的力量来保证，而总委员会的行动愈少分散，它的活动才能愈有成

效，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每一个国家中的地方性的分

部联合成由中央委员会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在

运用这一条时，要考虑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

成的障碍，并不排斥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条  例
①

１ 总委员会受权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ａ）为此，它收集各中央委员会送交给它的一切材料，以及它

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一切材料。

（ｂ）它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在各中央委员会的协助下把代表

大会的议程通知每个分部。

２ 总委员会应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通报，报道国际

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这种通报主要应该涉及以下问题：工

作的供求状况，合作团体，所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等等。

１０６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① 原文为《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ｐéｃｉａｕ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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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上述通报以各种文字出版，并分发给所有同总委员会联系

的委员会，然后由各委员会负责发给每个分部一份。

４ 为了使总委员会能够执行这些决议，在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年度

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征收３０生丁（３辨

士）会费。

这些会费主要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多种费用，如总书记薪金，

发表文件及通讯的费用，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其他筹备工作的

开支，等等。

５ 在一切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中央委员会，其负责人员由该

国的各个分部任命，并可以随时由各个分部加以撤换。各中央委员

会的负责人员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在必要时则

应不止一次。

６ 各中央委员会的开支由同它们联系的各个分部负担。

７ 同总委员会联系的各中央委员会，也像总委员会一样，有

责任为协会分部给予协会会员的贷款作担保，但申请人的会员证

上必须有申请人所属分部书记的签名。

如果申请人向之提出贷款申请的分部没有经费，它有权向开

立贷款账的理事会或分部开发期票。

８ 各中央委员会和分部在每个协会会员要求阅读总委员会

报告时，应该无偿地向他们提供这些报告。

９ 每个分部，不论其人数多少，均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出席代

表大会。如果某一分部没有经费派遣代表，它可以同其他分部合派

一名代表。

１０ 代表的费用由派遣该代表的分部或合派该代表的几个分

部负担。

２０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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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１２ 会员在５００人以上的分部或小组，每５００人可以增派一

名代表。

１３ 在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有一票表决权。

１４ 每个分部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拟定自己

的条例和章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１５ 本章程和条例可以由每次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须有出

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要求修改。

１８６６年９月５日和８日通过

１８６６年在伦敦印成小册子“国际工人

协会。章程和条例”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卡·马克思和保·

拉法格的手稿译的，并根据

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和条例”校对过

３０６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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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２月２８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纪念会上的演讲记录４７１

卡尔·马克思谈到雇佣劳动和资本，并且极为清楚地说明了

工人怎样创造了资本，别人怎样靠工人亲自劳动的产品而使工人

处于奴隶地位，以及资本怎样被系统地利用来给工人更紧地钉上

镣铐。的确，所谓的自由工人有一种感觉，感到他是一个自由的工

人，但是事实上他却处于资本的权力之下，因为他不得不出卖自己

的劳动，好赚得一点可怜的工资以满足自己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在

大多数的场合下，自由工人的物质状况比奴隶和农奴还差。对工人

阶级来说，用不着消灭个人的财产，因为它早就被消灭并且一天天

地还在被消灭，而真正应该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为它是全

靠欺骗得来的。

至于德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这方面德国无产阶级

是第一个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的。第一，德国人比别国人更

多地摆脱了各种宗教邪说；第二，他们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

一样经过漫长的资产阶级运动的阶段；第三，德国的地理位置迫

使他们向东方的野蛮势力宣战，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西方的反动

势力都是从那里即从亚洲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推动工人的政党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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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

前进。

弗·列斯纳记录

载于１８６７年３月“先驱”

杂志第３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５０６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演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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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

大会的呼吁书４７２

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

无产者们！

从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可以看出，协会的会员仍在继续努力宣

传国际协会的原则并成立新的分部。这项活动在瑞士进行得特别

出色，在那里，我们的大多数分部都积极地从事建立各种工人团

体，并使这些团体靠拢我们。

在比利时，自从马尔希延大屠杀４７３以后，正在进行值得赞扬的

努力来团结比利时全体无产阶级，使它受到我们的保护。

但是在其他国家里，却有种种情况妨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

在德国，１８４８年以前是那样有兴趣研究社会问题，而现在，几

乎所有的积极力量都被国内展开的统一运动吸引住了。

在法国，由于工人阶级享有的自由有限，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

协会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因为我们本来以

为，英国工人团体由于我们的关系而在法国工人最近几次罢工４７４

期间给予法国工人团体的帮助，会保证我们得到全体法国工人的

支持。现在，当法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进入一个

我们称之为英国式的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斗争具有了非常明显

的性质的时候，工人们应当懂得，要成功地与资本家的力量相对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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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就必须有一个把工人团体的各种队伍连结在一起的巩固联盟。

在英国，选举改革运动曾经席卷全国，经济运动暂时被挤到了

次要地位。但是现在，当改革运动已经停止，通过对工联的调查４７５

已经查明工人阶级的人数并证实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

认为，一切工人团体都会懂得我们这个组织的益处的时刻已经到

来。我们协会的作用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工人阶级代表的会议上得

到了应有的估价，许多团体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英国拥有组织

强大的无产阶级，因而有义务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支柱之一。

美国看来在它刚刚经过的流血战争中恢复了青春：工人阶级

已经组织起来，并对在美国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迫

使几个州的立法议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由于应届的总

统选举，各个政党不得不公开说明自己的行动纲领。激进党借参议

院主席威德的口承认必须首先专门研究劳动和资本的问题；它公

开主张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由于这个国家的工人

阶级有相当高的组织性，它一定能够使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

目前，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人阶级都动起来了；在那些工厂工

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更加团结一致的组

织，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带有最尖锐的性质。

在资本的权力面前，人失去了他个人的力量；工厂中的工人成

了机器的一部分。为了恢复自己的个性，工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建

立协会以保障自己的工资和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些协会还带有地

方性质；但是资本却由于新的工业发明而日益强大起来；国家范围

内的协会在许多场合都暴露出自己软弱无力。在研究英国工人阶

级斗争的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

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力最便宜的国家去。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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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

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

希望全体工人注意研究对于问题的这种新的观点，希望他们

相信，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就能保住自己的面包和自己孩子们的

面包。

我们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号召大家促使将于１８６７年９月２日

在洛桑召开的应届代表大会成为工人阶级的雄壮的示威。

按照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条例，每个分部有权派遣一名

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拥有５００名会员以上的分部，每超出５００名会

员可增派代表一名。没有足够资金派遣代表的分部，可以和其他分

部共同负担一名受权代表它们的代表的费用。４７６

代表大会将讨论以下的问题：

（１）用什么实际手段把国际协会变成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

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的总的中心？

（２）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利用本是他们提供给资产阶级和政府

的贷款来为自己的解放服务？

敬礼和兄弟情谊

   通 讯 书 记：

     欧·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森——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荷兰和丹麦

   主席 乔·奥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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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 格·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 威·德尔

财务书记 肖

总书记 彼得·福克斯

于牛津街，城堡街 号

起草于 年 月中

年 月在伦敦印成传单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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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新蓝皮书的

统计数字的发言记录４７７

摘自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提醒总委员会注意议会的蓝皮书——“女王陛下

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情况的报告。１８６７年”，并

从蓝皮书中摘出如下几段：

“１８６４年头１１个月，比利时进口７２００吨未加工的生铁，其中５３００吨是

从大不列颠进口的；１８６５年同一时期，生铁进口增加到１８８００吨，其中１７０００

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１８６６年，生铁进口达２９５９０吨，其中２６２００吨是从

大不列颠进口的。另一方面，１８６４年头１１个月，比利时出口的生铁达２４４００

吨，其中１７２００吨输入法国，５９００吨输入英国，而在１８６６年同一时期，生铁

出口没有超过１４０００吨，其中９６００吨输入法国，输入大不列颠的只有２４１

吨。比利时出口的钢轨也从１８６４年头１１个月的７５３５３吨减少到１８６６年的

６２７３４吨。

现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１８６６年头１１个月同１８６４年同一时期相比较的

关于比利时从大不列颠进口的各个品种的钢铁和大不列颠从比利时进口的

钢铁的材料。

  比利时从大不列颠进口 头１１个月
１８６６年

（单位：吨）

矿石和金属屑   ０…………………………………

未加工的铁、锭铁和废铁 ２６２１１……………………

加过工的铁（钉子、铁丝等） １０３１……………………

金属铸件  ４１………………………………………

锻铁  ２５５……………………………………………

扁钢、钢板和钢丝 ３２１９………………………………

锻钢  ５２２……………………………………………

１８６４年

（单位：吨）

１

５２９６

１７７７

２４

２０３

１２２７

０

共计 ３１２８９     ８５２８………………………………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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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列从比利时颠进口 头１１个月

１８６６年

（单位：吨）

矿石和金属屑 １７８６…………………………………

未加工的铁、锭铁和废铁 ２４１１………………………

加过工的铁（钉子、铁丝等） ６７２７……………………

金属铸件  ５………………………………………

锻铁  １２……………………………………………

扁钢、钢板和钢丝  ５０………………………………

锻钢  １６……………………………………………

１８６４年

（单位：吨）

５５５５

５９２０

９４３６

 ７

 ０

 ５６

 ５

共计 ８８１７     ２０９７９………………………………

简单总结是：１８６４年（头１１个月）比利时向英国输出２０９７９吨铁和钢，

而１８６６年却只有８８１７吨，可是英国向比利时输出的铁和钢却从１８６４年的

８５２８吨增加到１８６６年的３１２８９吨。”

马克思提醒道，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去年大肆叫嚣说什么工联

的存在引起了极有害的后果；它们断言什么由于工联的活动而使

受到比利时制铁业排挤的英国制铁业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所有这

些大肆叫嚣的报纸，不仅没有报道过上述蓝皮书的内容，而且连蓝

皮书的出版也没有提到过。

载于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７日“工人报”

第１８号和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７日

“蜂房报”第３０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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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

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

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访录４７８

摘自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３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吁请总委员会注意预定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同盟

代表大会。他认为最好是让尽量多的代表以个人的资格出席这次

大会；但作为国际协会的代表正式参加大会却不恰当。国际工人协

会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和平的大会，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最终

应该使各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如果和平同盟的日内瓦大会

的发起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他们就会加入国际协会。

目前欧洲大批军队的扩充是由１８４８年革命所引起的。庞大的

常备军是社会现状的必然结果。现在保持常备军不是用来进行对

外战争，而是用来镇压工人阶级。４７９然而并不是随时都有供他们轰

击的街垒和供他们枪杀的工人，因此，也有可能为了不致使士兵丧

失打仗的本领而发动国际冲突。在这次大会上，不惜以任何代价来

维持和平的人无疑将占多数。他们会乐于让俄国独掌对欧洲其余

国家进行战争的手段。可是，有俄国这样的强国存在，就足以使其

他一切国家有理由来保持自己的军队了。

某些法国激进派完全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一些蔑视本国政

府的言论，不过，如果这样的言论是在巴黎发表，那会产生更大的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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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那些拒绝参加改变劳资关系事业的人，他们忽视了普遍和平

的实际条件。

载于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７日“蜂房报”第

３０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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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１８６７年

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４８０

一、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９月）

提交的任务

日内瓦代表大会责成总委员会完成以下任务４８１：

（１）代表大会通过相应的决议委托英国代表对瑞士、法国和英国的邮政

部门主管人采取必要的步骤，争取降低信件和印刷品的邮费率。

瑞士的部长同意代表团向他提出的各点，但他指出，法国政府

反对在这方面进行任何的改革。

在法国，代表们没有得到邮政部门主管人的接见。

在英国，政府只同意接受一份叙述事实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总

委员会写的，它至今还等待着答复。

（２）用几种文字出版代表大会的材料，并附上信件和报告。

（３）用几种文字出版定期的通报，报道所有能使国际协会感兴趣的问题；

提供有关各国劳动问题的各种情报，并编写关于合作社和工人的社会状况的

报告。

（４）总委员会还受托对劳动进行统计调查，其中包括对每个工业部门和

农业部门所做的详细的和专门的报告，并包括一切文明国家。

为了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规定每个会

员每年捐款３０生丁，并规定每周付给总书记２英镑的报酬；总书

记由总委员会任命。

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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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排代表回国的工作时，总委员会获悉，在法国边境警察局

暗探从茹尔·哥特罗那里抢走了一些重要文件。

总书记曾受托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要求归还这些文件。由于

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又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请求。斯坦利勋爵向

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发出有关此事的指示，要他尽力使这些

文件归还原主。

几天以后，文件连同一捆“人民论坛报”归还了我们，显然这捆

报纸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抢去的。

这一事件使总委员会出版代表大会资料的事推迟了几个月。

这些文件已经转交给小委员会，由它准备正式报告。

但是，由于总委员会无钱支付总书记的报酬，这项工作就落到

了总委员会委员的肩上，虽然他们对事业忠心耿耿，足以在完成自

己日常工作的同时完成这项工作，可是为此却花了很长时间。

在工作结束后发现，这个报告仅用一种文字印１０００份至少也

需要１０００法郎。

为了完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总委员会必须立刻付出３０００法

郎；而当时只有２２法郎９０生丁的存款。

总委员会向加入协会的英国团体发出了捐款的号召。

响应这一号召的只有伦敦的雪茄烟工人以及考文垂和瓦瑞克

郡的织带工人。

我们认为有义务指出织带工人执行委员会在完成自己的义务

时所表现的巨大热忱，尽管它没有存款，尽管它的大多数会员失

业，它仍然向有工作的人进行了专门的募捐。

鉴于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出版代表大会的

报告，总委员会接受了“国际信使”和“工人报”４８２的编辑、公民科勒

５１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１８６７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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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把报告用法文和英文刊登在这两份周报上，此外，科勒还

答应准备铅版，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并且同总委员会分享全部盈

利，虽然他已经预先承担了一切亏损。

当这两种周报刊出了关于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资料的广告

时，几年以来从未对这类印刷品加以任何阻挠的英国政府，却采取

了要公民科勒交两笔共计数千法郎的押金的手段，来阻止这个报

告的出版。这项手续使报告的出版拖延到３月９日。后来公民科

勒从可靠的方面得知，这一事件是法国政府的干预造成的。

把这一事件同没收巴黎代表的报告４８３对照一下，可以清楚地

看出，法国政府对国际协会抱什么样的态度。

刊登报告的那几号“国际信使”免费分送给协会的全体通讯

员。总委员会不得不放弃把报告译成德文的工作，因为它没有任何

可能去从事这一工作。

整篇报告的铅版虽然已经制好，但是由于资金不足，直到现在

还未能把它印成小册子，而我们的全体通讯员都坚决要求把它印

成小册子。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垫付１００法郎出版

了１０００份印有基本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寄出去的８００份会员证

被法国警察当局没收。这项损失使总委员会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

各方面已经在要求它偿还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欠下的１０００多法郎的债

务；尽管日内瓦代表大会承担了对这项债务的集体责任，但它并没

有指出偿还债务的任何实际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就没有任何可能按照代表大会的

决定出版什么报告或定期通报。因此不得不放弃１８６７年的统计调

查工作，因为要使这项调查实际上带来好处，就不能把调查局限于

６１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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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协会的团体，而应当包括各地的一切生产部门。总委员会在目

前所处的财政状况下，不可能完成这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大量

资金的工作。

二、国际工人协会在资本和

劳动斗争中的作用

  协会在许多国家发生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各种搏斗中所提供

的多次帮助，完全可以证明这样一个组织是必要的。每当工人拒绝

接受英国资本家恣意加给他们的条件时，资本家就威胁他们，要用

从大陆运来的工人代替他们。运工人进来的可能性曾不止一次地

迫使工人让步。由于总委员会的活动，这样的威胁已经不像从前那

样公开地进行了。现在，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就

足以使资本家的计谋落空。在加入协会的团体中不论发生罢工或

是遇到同盟歇业①，各国的工人能够立刻得到关于所发生的情况

的通知，这样他们就能够预先提防资本家代理人的招募。这一活动

并不限于在加入协会的团体内进行，因为协会对于一切请求帮助

的团体都给予帮助。

有时资本家也能诱骗某些消息不灵通的工人；但是一旦向他

们说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就立刻放弃工作。

在资本看来，工人不过是能生产的机器而已；最近对伦敦编筐

工人采取的同盟歇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情是这样。伦敦的

编筐业主向自己的工人宣布，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解散自己的团

７１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１８６７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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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且同意降低工资，否则，三天之后工厂的大门就要关闭。被这

种蛮横行为激怒了的工人宣布他们拒绝这些条件。这一点业主们

已经预料到了：他们的代理人已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并且从那里

带来了工人…… 他们把这些工人赶到伦敦一个区（百蒙得锡区）

的铁道大桥的桥拱下面；这些工人必须在这里做工、吃饭和睡觉，

为了避免同其他工人有任何接触，不许他们走开一步。但是总委员

会终于冲破了业主们建立的防疫线，并且用军事的机智潜入比利

时工人中。第二天，这些工人一认清自己的义务，他们从伦敦编筐

工人协会那里领到对时间消耗的补偿之后，就返回比利时去了。正

当他们动身走的时候，又来了一艘载满工人的轮船，但是这一次我

们能够见到了他们，于是他们就乘下一班轮船回祖国去了。在这以

后业主们再也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人，结果不得不一切照旧。４８４

由于总委员会向英国的一些团体提出呼吁，巴黎的铜匠在罢

工的时候得到了这些团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另一方面，伦敦

的裁缝也得到了大陆工人同样的支援。

总委员会也同样成功地参与了挖土工人、制筛工人、理发师、

镀锌工人和木刻工人的罢工。

三、英国支部

（一）宣  传

如果说在英国没有像去年那样积极地进行宣传工作，这很容

易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政府从来没有主动采取某种开明的措施；

只有在长期的鼓动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它才会在他们的压

力下让步。这一点可以从选举改革问题和在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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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问题
４８５
得到证明。

英国工人公正地认为选举权问题有巨大的意义；他们付出自

己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的道

义力量影响着政府，迫使它满足人民的要求。

在工人以全副精力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时候，总委员会不

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认为在遥远的将来才能解决的社

会问题上去。

在宣传工作方面本来应该给予我们最大帮助的总委员会的英

国委员们，对于我们发起的而应当由他们来领导的这个运动不能

袖手旁观。他们的努力赢得了胜利的结局，１８６７年将永远载入英

国工人阶级的史册。

尽管由于上述原因而没有像预期那样积极地进行宣传，但是

宣传工作一刻也没有中断。工人团体加入协会所必需的手续耗费

很多时间。工联组织所固有的民主不允许各执行委员会不经过所

有分会的预先讨论就对任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要使某一团体加入协会，必须遵循下面的手续。向委员会提出

书面申请，并论述理由。委员会确定接见代表团的日期。如果问题

需要讨论，委员会就把它转交给各个分会去研究，这样就不得不等

待一个月、两个月，有时甚至三个月才有结果。由此决不能得出结

论说，只有这个团体的委员会才能接受或者拒绝申请；分会往往是

在没有委员会参与的情况下加入国际协会的。

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有２０多个大的工人团体很好地接待了

总委员会的代表团；总委员会天天期待着结果。其他一些团体把加

入协会的事情延到更适当的时机，只有一个团体拒绝加入，其理由

是国际工人协会干预政治问题。

９１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１８６７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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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  款

这个问题总委员会研究了很久。当这个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

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协会，并决定每年捐款１英镑。

１８６５年３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英国鞋匠代表会议，会议

一致通过了北明翰和赫尔的代表提出的下述决议案：

“代表会议赞同国际协会的原则，宣布加入协会，并邀请全体出席的会员

用最大的努力宣传协会的原则。”

捐款问题曾经提出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不久总委员会决定，

每个加入协会的团体将发给一份入会证明书；入会的团体应交纳

５先令① 的入会费；至于各个团体能给总委员会多少金钱上的帮

助，则由这些团体自己酌情决定。②

各个团体捐献的钱，则用于抵偿总委员会在派送出席日内瓦

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方面的开支。

鞋匠委员会为此交纳了５英镑。

为了把这个问题条理化，总委员会建议对每个会员捐款的数

额作出统一的规定。

日内瓦代表大会规定每年捐款的数额为３０生丁。

这项高额的捐款对于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派往英国工人

团体去的那些代表团来说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因此，总委员会在１０月９日的会议上决定把每年的捐款减少

到５生丁。鞋匠协会（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ｅｄＣｏｒｄｗａｉｎ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通

知我们，１８６７年的代表会议废除了１８６５年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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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捐５英镑的决议。

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在１８６７年也同在１８６６年一样，捐给我们

１英镑，但是它还没有通知我们是否整个泥水匠协会都加入了。

鞋匠协会去年有５０００名会员，泥水匠协会有３０００至４０００名

会员。

总委员会曾两次向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发出关于１８６７年捐

款的呼吁。有些团体交纳了，其他团体还没有交纳；但是，除了鞋匠

协会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规避自己的义务。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不久前通过了每年向总委员会交纳２

英镑捐款的决定。目前这个协会的各个分会正在讨论是否整个协

会都加入国际协会的问题。这个协会拥有９０００多名会员，它的分

会遍布英国，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它的分会。

现在我们把在英国加入协会的团体名单，以及它们在上次代

表大会以后一年内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不列颠支部交款总额

１８６６年 １８６７年

英镑 先令 辨士 英镑 先令 辨士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

波兰流亡者的中央支部………

泥水工人执行委员会…………

泥水工人第一分会……………

细木工（联合会）………………

细木工（敦西头）………………

装订工人………………………

制桶工人………………………

鞋匠执行委员会………………

２

—

—

—

—

１０

５

—

６

５

—

—

—

—

８

—

—

８

—

—

—

—

—

—

—

—

—

３

—

—

—

—

—

１

—

１

１

—

—

—

—

４

４

—

—

１３

７

１７

６

—

—

９

１０

—

—

４

—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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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６年 １８６７年

英镑 先令 辨士 英镑 先令 辨士

鞋匠支部（达林敦）……………

鞋匠支部（诺定昂）……………

雪茄烟工人……………………

考文垂的织带工人……………

制箱工人………………………

肯达耳的鞋匠…………………

女鞋鞋匠（伦敦西头）…………

伦敦的缝纫工人………………

达林敦的裁缝…………………

—

—

５

—

１

—

６

３

—

５

５

—

５

５

５

—

—

５

—

—

—

—

４

—

—

—

—

—

—

１

１

—

—

—

—

—

—

２

９

９

—

１

１０

—

１

—

１

—

—

—

８

—

—８

代表大会后加入的团体 入 会 费 捐 款

伦敦编筐工人…………………

郎卡郡的印染业工人…………

伦敦的马车制造工人…………

在“地求仪”饭店集会的马车帷幔

 制造工人……………………

在“王冠”饭店集会的上述工人 …

织工（弹性织品）………………

联合起来的挖土工人…………

木器打磨工人…………………

风琴工匠………………………

画匠和木刻工人………………

木工执行委员会………………

联合起来的制革工人…………

白铁工人………………………

—

—

—

—

—

—

—

—

—

—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

—

—

—

—

—

—

—

—

—

—

—

—

２

—

—

—

—

—

—

—

—

２

—

—

—

１

—

１

５

５

—

—

２

—

—

—

—

—

８

—

１０１ ２

—

—

—

—

１

—

—

—

—

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吸款总额

英  镑 先  令 辨  士

女鞋匠（伦敦西头）……………

伦敦雪加烟工人………………

织工（弹性织品）………………

４

１

１

１０

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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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来在捐款总额上的差别可由下面的情况来说明：１８６６年

捐款用于代表们赴日内瓦的旅费，而今年捐款只用于组织方面的

开支。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去年我们欠下了债，总委员会在现款许

可的情况下偿还了一部分。

为什么有些加入协会的团体还没有捐款，而另外一些还没有

决定交款来抵偿代表大会的开支，原因是生产的停滞，频繁的罢工

和同盟歇业，特别是选举法改革运动；最后，是因为伦敦裁缝的罢

工用尽了当时工联的资金。

总委员会从各团体那里收到的许多信件都证明了这种情况，

它们由于没有能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而表示歉意。

四、大陆上的和美国的支部

法 国

总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同例如像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独立分部

通信，因为在那里限制性的法律不许可无阻碍地建立活动中心。

前面已经说过，总委员会想把印有国际协会章程和条例的会

员证运进法国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法国当局的行动而遭到失败；他

们没收了我们的东西，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犯法行为。但

是，法国当局所制造的障碍决不止于此。我们的通讯员请求允许印

发我们的章程和条例也白费力气：他们唯一的答复总是最坚决的

拒绝。

里昂委员会在１８６６年召开了数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５００多

名会员，而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它没有得到召开全体会议的许

３２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１８６７年洛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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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结果是，里昂的会员在当权人物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精神，甚

至使瞎子也能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工人得

到解放。

应当指出这样一种惊人的情况：这些障碍，这些无理取闹，一

分一秒也没有阻挡住我们的协会取得胜利。

在维恩（伊泽尔省）本来只有８０名会员，现在有５００多名了。

在索恩河岸纽维耳，我们的一个分部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

这样便吸引了农业工人实际地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而从前人们

硬说农业工人不喜欢这样做。

我们驻卡昂的通讯员报道说，这个城市里的工人联合会日益

巩固。由于这种团结一致，马具匠、机械工人、制革工人、鞍匠、铁匠

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争取到了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日缩

短一小时。

在菲沃（罗讷河口省），国际协会拥有大量的矿工会员，他们不

久前的罢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今年８月５日总委员会获悉在菲沃也组织了委员会。我们把

这一胜利归功于马赛委员会委员公民瓦瑟尔的勇敢的宣传，他在

今年７月２１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资本和劳动之间正在进行斗争，这是一场可悲而又可笑的斗争：一边是

一帮官吏和职员到处进行宣传，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国际协会，另一边是几个

精力充沛和忠心耿耿的人坚持不渝地反击我们的敌人的逼攻，并在工人队伍

中传播独立和正义的思想。”

他在结尾时补充道：

“任何人力都不能铲除我们在国内培植起来的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的敌

４２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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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不同两种难以克服的力量作斗争：同权利和意志作斗争。”

最后，工人懂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

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现在我们把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有的分部，以及它们

在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６７年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交 款 总 额

英镑 先令 辨士

交 款 总 额

英镑 先令 辨士

巴黎………………

卡昂………………

里昂………………

波尔多……………

卢昂………………

瓜德罗普岛………

维恩………………

索恩河岸纽维耳……

邦丁………………

圣丹尼……………

皮托………………

讷夏托……………

利济厄……………

努瓦尔河岸孔德……

阿尔库尔 土里 …

４

１

１１

３

—

—

５

１

—

—

—

—

—

—

—

—

—

１２

９

４

—

７

５

—

—

—

—

—

—

—

—

—

—

—

５

—

６

３

—

—

—

—

—

—

—

格朗维耳 ………

阿尔让唐 ………

代表大会后新

成立的分部

巴黎的装订工人 …

卡斯特尔诺达里 …

奥希 ……………

奥尔良 …………

南特 ……………

维耳夫朗舍 ……

马赛 ……………

菲沃 ……………

哈佛尔 …………

阿尔及尔 ………

—

—

—

—

—

—

—

—

—

—

—

—

—

—

１４

—

—

—

—

—

—

—

—

—

—

—

４

—

—

—

—

—

—

—

—

—

瑞  士

我们从瑞士只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在那里也像在

英国一样，国际协会的工作是吸收工人团体，也尽可能多吸收单个

的人。不过应当看到，在瑞士每个工人团体的人数比英国的少。

成立分部的城市有：日内瓦、卡鲁日、洛桑、斐维、菠特勒、纽沙

特尔、拉绍德封、勒 洛克尔、圣克卢阿、圣伊米耶、桑维耳耶、比恩、

５２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１８６７年洛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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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蒂埃、博库尔、苏黎世、韦戚康、巴塞尔、伯尔尼、特腊美兰、布律

吕和勒 布瓦。

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６７年从这些分部收到的钱

交 款 总 额

英  镑 先  令 辨  士

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

日内瓦（德语区支部）……………

拉绍德封 …………………………

勒 洛克尔…………………………

４

１

２

—

—

７

１４

１７

—

９

—

１０

比 利 时

比利时通讯书记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们：

我和比利时的通信是从编筐工人罢工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

件事情我曾写给公民万丹胡亭一封信，一星期后这封信在“人民论

坛报”上刊登出来。４８６我以总委员会的名义通知他关于编筐业主的

代理人从伦敦出发去招募比利时编筐工人的事。我在信中告诉他，

必须用我们组织的力量去粉碎这个代理人的计划，而且为了表示

团结一致，比利时工人必须拒绝任何招募，以便保证自己的英国弟

兄获得胜利。

接着我又告诉公民万丹胡亭有几个比利时编筐工人返回祖国

了，他们是由于相信了业主们后来并未兑现的诺言而到伦敦来的；

我还向他述说了英国编筐工人的兄弟情谊。在信的结尾我着重指

出，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工人战胜业主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出版问题我曾和公民布里斯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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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信。这次通信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按总委员会的指示向他请求

贷款，而这是他所不可能提供的。我最近写的一封有关此事的信没

有得到答复：显然，对公民布里斯美（他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来

说，正式拒绝我们是非常难堪的；我认为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信寄给了公民万丹胡

亭，请他加以广泛的宣扬；对总委员会关于沙皇到巴黎的决议４８７，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总委员会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决议通知

了布鲁塞尔局，决议中建议比利时的裁缝无论如何都不要到伦敦

那些发生罢工的工厂中去工作，并希望全体比利时工人发挥团结

精神，给予伦敦裁缝以物质支援。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告①按照郊区圣吉耳６

号这个地址寄给列日的公民德·维特，并寄给布鲁塞尔的公民万

丹胡亭，请求他们以最大的注意力对待这个通告并且尽量广泛地

传布它。

总而言之，我完成了总委员会指定我做的一切，而且敢于说我

一次也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的任何责难。我把收到的几封信附在

这个简短的报告后面。至于通信的费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

对协会的一点捐助。

敬礼和兄弟情谊

贝 森

德国和意大利

在德国，情况还不正常，而且不甚有利于我们协会的发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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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的主席公民约·菲·贝克尔却在那里建

立了几个分部，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这些分部的详细报道。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米兰和热那亚的工人团体已经办理过组

织手续；我们同这些团体有通信联系，但是还没有收到它们的任何

捐款。

美  国

在美国有两个新的组织加入了国际协会；我们同Ｌａｂ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全国劳工同盟的委员会）通信，也

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ｒｏｎｍｏｕｌｄｅｒｓ Ｕｎｉｏｎ（国际铸工联合会）的主

席通信。４８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美国通讯书记的年度报告

（１８６６年９月—１８６７年８月２７日）

我担任美国通讯书记这个职务以来的第一个事件是在英国收

到了１８６６年９月份的一期“铸工国际报”，该报在费拉得尔菲亚出

版，出版者Ｗ Ｈ 西耳维斯同时也是国际铸工联合会的主席。

这一期刊载了上个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的摘要刊登在

１８６６年１０月份的伦敦“共和国”周报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巴尔

的摩代表大会在得知旧大陆的工人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类似的代表

大会之后，便一致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的

执行委员会有全权派代表参加１８６７年的欧洲工人代表大会，即洛

桑代表大会。

我从这份报上知道，担任全国劳工同盟的国际联系书记的是

８２６ 附  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公民威廉·基卜生，据说他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直到今年８

月初我才知道，公民基卜生的住址被弄错了，他不是住在纽黑文，

而是住在诺里奇（康涅狄格州）。代表大会报告编写者的这个错误

在我的活动中几乎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但是，我没有想立刻同书记基卜生通信，因为我认为在开始同

他通信时最好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寄去。关于

这个报告迟迟不能发表的原因，在总委员会的总的报告中已经说

过了。

１８６６年１２月初，与总委员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的公民奥

尔西尼，把住在纽约的五个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姓名通知我们，并请

求我们同他们通信。他还请求发给他们委托书，委托他们在美国进

行利于协会的活动。

已经把信连同相应的委托书寄给了奥尔西尼所说的那五个公

民；但是不论我还是总委员会都没有收到这些信的任何复信。

这样，我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可是奥尔西尼通知总委员会

说：在纽约人们开始很关心我们的协会；有名的演说家，马萨诸塞

州的废奴主义者温德耳·菲力浦斯曾建议举办一些收费的公开讲

演来资助我们的协会，因为他深信，协会的宗旨及其领袖应当得到

这样的援助。

奥尔西尼还说，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詹姆斯·斯提

芬斯在纽约加入了我们的协会。

１８６７年３月，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开始用英文连

载在伦敦的“国际信使”上。刊登这份报告的４期“国际信使”一出

来，也就是在４月，我就把这四期寄给了下面四个人：一份按照所

设想的住址寄给了书记基卜生，另一份寄给Ｗ Ｈ 西耳维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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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寄给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出版的忠于工人利益的日报“呼

声报”的编辑，第四份寄给芝加哥（伊利诺斯州）“工人辩护士报”４８９

的编辑，该报是美利坚联邦西部各州工人的主要机关报。我在寄给

书记基卜生的那几份报中附上一封信，信中指出总委员会非常重

视同全国劳工同盟的密切接触和经常联系。

这封信没有回音，我也无法证实报纸是否收到了。这次失败的

原因非常简单：信和报纸没有寄到诺里奇，而是寄到了纽黑文。

寄出这些文件只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伦敦报纸“国际信使”

的编辑从５月起开始收到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这两家报

纸之间建立起了互换报纸的关系。从此“国际信使”的编辑约瑟夫

·科勒每周都从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摘录一些东西报道

给自己的读者。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已于５月１日全文刊登完

毕；报告的后一部分我也按照上面所说的四个住址分发出去。

这个报告的摘要转载在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我无

法知道其他两家报纸中是否有一家刊登了报告的摘要以及它们是

否对此表示过意见。

在春天这段时期内，总委员会根据里昂局的书面请求研究了

关于大批丝织工人可能从里昂迁到美国去的问题。里昂局告诉我

们，许多纺织工人不满意自己在祖国的命运，他们希望迁到美国

去，并且把自己的生产工具也搬到那里去。但是他们想知道，美国

的资本家有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垫付搬家费和购置最需要的日常用

具的费用。总委员会立刻委托我向几家美国报纸的编辑部和几个

政府人员谈谈这个问题。我执行了这一指示。信件是由一个去纽

约的姓科切克的波兰人捎到美国去的。这一次又没有任何回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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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克走后我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６月间总委员会托我写信给Ｗ Ｈ 西耳维斯，请求他帮助正

在罢工的伦敦裁缝。６月１１日我写了信。借此机会我向西耳维斯

表示，我由于没有收到书记基卜生的任何复信而感到烦恼。我请他

告诉我全国劳工同盟委员会的任何其他委员的姓名和住址。

６月２５日西耳维斯在复信中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五金工人不

可能帮助罢工的伦敦裁缝。他还把住在纽约的全国劳工同盟的积

极活动家威廉·约·杰塞普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我。

我一把这封信报告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就委托我赶紧把洛

桑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通知威廉·杰塞普，并且告诉他总委员会

将因在洛桑见到美国代表而感到荣幸。我根据委托于７月１９日写

了信。信中讲述了我想和书记基卜生建立联系而毫无效果的情况，

同时寄给杰塞普一份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

我收到了这封信的复信，复信的日期是８月９日。从这封复信

中可以看出，杰塞普对于同大陆的和大不列颠的工人建立联系的

建议表示满意。他对于因弄错书记基卜生的住址而造成的耽搁感

到遗憾。他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８

月１９日）同预定的召开洛桑代表大会的日期如此接近，以至于因

时间不够而不可能派代表到欧洲来。然而我不久前在芝加哥报纸

“工人辩护士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说，关于派代表到洛桑去的

问题将是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首要问题之一。

杰塞普答应，“鉴于它的重要性”，他要向芝加哥代表大会宣读

我７月１９日的信，并且要把刊登关于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精彩报道

的报纸寄给总委员会。他希望今后仍和总委员会通信，即使将来改

选后他不再担任全国同盟副主席也是一样，因为除了这个职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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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担任纽约工人联合会
４９０
的通讯书记。他接受我关于互换工人阶

级的机关报的建议。以上就是我对他那封有趣的亲切的信的内容

所作的简短而不全面的转述。

本月初公民马克思把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交给我，信中

说在新泽西州的霍布根成立了我们协会的分部。４９１

大约与此同时，伦敦报纸“国际信使”的编辑给我看了一份以

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工人的号召

书，号召书中邀请工人派代表参加芝加哥代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

的封面上我发现了书记威廉·基卜生亲笔写的姓名和住址，这时

我才恍然大悟，过去我所知道的他那个住址是错误的。我很惋惜由

于这个错误而耗费的宝贵时间，只好用一句俗语来安慰自己：“晚

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这就是我所作的各种尝试的经过，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

成果。但是我仍然希望在将来事情会有良好的结果。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应当谈一谈。

美国工人为争取更多空闲时间所作的努力（即大家闻名的“八

小时工作日运动”）吸引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注意。因此我认为不

妨非常简短地、概括地重复一下我所知道的去年一年在这方面获

得的成果。鼓动工作开展得很快，而且立即在华盛顿国会上和某些

州的立法议会上得到了反应。关于在联邦政府举办的工程中实行

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在联邦众议院仅仅遭到半数票的反对。

某些州的立法议会规定，如果没有特殊的合同，工作日不得超

出八小时。在纽约州也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但是纽约的工人暂时还

没有敢于要求它付诸实现。不久以前这个州的工人举行了一次特

别代表大会，讨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所应遵循的策略。结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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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将在今年１１月１日同时提出实现这一法律的要求，尽可能不

降低工资，但是，如果有必要降低，就降低。若从辩论的情况来判

断，大多数代表同意降低工资。

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但是在今

年７月以前的１９个月当中，实际上在那里占优势的是八小时工作

制。根据最近来自这个州的消息，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来反对这个

新制度，这些反动企图的后果是许多企业停工。

很高兴告诉总委员会，从明年１月１日起，普通信件的邮资将

降低一半，也就是从１先令降到６辨士。我所说的仅仅是联合王国

和合众国之间的通信。关于这一点两国政府刚刚签订了合同。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美国书记 彼得·福克斯

五、总  论

上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一年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不断进行斗争

的标志下度过的：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不断地发生罢工、同

盟歇业和迫害工人的事情。

资本顽强而残暴地迫害工人，因为它本能地感觉到，劳动占据

理当属于它的位置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美国有一个团体为了维护自己存在的权利不受资本的侵

犯，曾花费了７００００美元。４９２

在英国ＣｏｕｒｔｓｏｆＬａｗ（法庭）曾通过一项决议：盗用工联的基

金可以不受惩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工联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要消

灭工联，或者至少是限制它们的活动。

最近伦敦裁缝业主对工人提起的诉讼案件，在巴黎对缝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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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判决，在马尔希延（比利时）对矿工的屠杀——所有这些事实

清楚地表明，社会只是由两个相互敌对的阶级即压迫者和被压迫

者构成的，只有全世界工人的团结才能使我们走向彻底的解放。工

人的彻底解放也正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竭力追求的目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全世界的工人们，让我们联合起来！”

代表总委员会：

主席 奥哲尔

总书记 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 威·德尔

财务书记 肖

通讯书记：

  欧·杜邦（法国）

  卡·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森（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丹麦）

起草于１８６７年８月下半月

载于小册子“向１８６７年９月２日至

８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

读的报告”１８６７年拉绍德封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向１８６７

年９月２日至８日在洛桑

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

的报告”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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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５日左右

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４９３

在我们的一位伦敦朋友的来信中，谈到了洛桑的工人代表大

会和日内瓦的和平代表大会，也谈到了马克思的最近的著作，这里

我们摘录如下：

“……您简直不会相信，洛桑代表大会在这里的整个报界中引

起了多么大的轰动。自从‘泰晤士报’带头每天刊登关于代表大会

的通讯稿件以后，其他各报也开始不仅以短文、而且甚至用长篇的

社论来谈论工人问题，不再认为这有损它们的尊严了。不仅所有的

日报谈论代表大会，而且所有的周刊也都谈论这件事。当然，其中

有许多是以傲慢和讥讽的态度来谈论代表大会的。然而，任何事情

不是除了庄严的一面，都还有它喜剧性的一面吗？那末为什么我们

这个良好的工人代表大会及其爱说话的法国人应当完全例外呢？

可是不管怎样，总的来说，对待代表大会的态度还是十分有礼貌

的，人们还是ａｎｓéｒｉｅｕｘ〔认真地〕来看待它的。甚至属于约翰·布

莱特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曼彻斯特观察家’４９４也在一篇很好

的社论中把它说成是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当人们

把它同它的异母兄弟和平代表大会４９５作比较时，这种比较总是有

利于哥哥的，如果说在人们眼中一个是有威胁性的不可避免的悲

剧，另一个就只不过是趣剧和滑稽剧罢了。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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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经得到卡尔·马克思的书
４９６
，我建义您（要是您也像

我一样还没有彻底领会开头几章的辩证的奥妙之处的话）先读读

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现代殖民学说的几章。我相信，您也会同我

一样，从这几章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当然，马克思没有医治我们社

会的脓血迸流的创伤的任何现成的特效药（现在也以社会主义自

许的资产阶级世界正在大声叫卖这种特效药），没有任何丸药、药

膏或纱布；然而我以为，他从现代社会产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出

了实际结果和运用这些结果的方法，直到做出最大胆的结论；这是

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利用统计数字和辩证方法把吃惊的庸夫

俗子引导到下述原理的令人头晕的高度：‘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

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 今天在美国

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都还是在英国资本化了的儿

童血液…… 如果……货币“生来就在一颊带有血痕”，那末新生

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污……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丧钟响了……’４９７一直到底。

应当坦率地说，这种朴实得惊人的热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历史

对我来说已经像太阳光那样明亮了。”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５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６７年１０月“先驱”杂志

第１０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先驱”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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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

的报告的记录

（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６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的报告）４９８

１２月１６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就爱尔兰的

情况作了发言，说明过去若干世纪中英国政府企图把爱尔兰居民

英国化的一切尝试都毫无结果。在改革以前就移居爱尔兰的英国

人，包括贵族在内，由于和爱尔兰妇女结婚，也变成了爱尔兰人，而

他们的后代则起来反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对爱尔兰人进行残

酷的战争，毁坏庄稼，为了把土地让给英国移民而迫使居民东移西

迁，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那时，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绅士〕和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ｒｓ〔冒险的商人〕在英国人进行殖民的条件下，

获得了大块大块的土地。在克伦威尔的时候，这些殖民者的后代就

曾和爱尔兰人一起反对英国人。克伦威尔把他们许多人卖到西印

度去作奴隶。在复辟王朝时期，爱尔兰受到了各种优待。在威廉三

世的时候，掌握政权的是只知道赚钱的阶级，而为了迫使爱尔兰人

无论如何都将原料卖给英国，爱尔兰的工业也被毁灭。女王安在位

时，新兴的贵族利用新教的惩治法４９９获得了行动的自由。爱尔兰议

会５００是压迫的工具。凡是天主教徒，都不能任公职，不许置地产，不

能立遗嘱，不许接接受遗产；担任天主教主教的职务被认为和叛国

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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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罪。这一切都是掠夺爱尔兰人土地的手段；但奥尔斯脱的英国人

后裔仍然有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人民被赶入天主教的怀抱，天主

教也就因此获得了力量。英国政府所唯一做到的，是在爱尔兰培植

了贵族。英国人所建立的城市成了爱尔兰的了。因此，在芬尼亚社

社员中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英国名字。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对爱尔兰的压迫略有减轻。在法国革

命的时候，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让步。爱尔兰很快就抬起头来，以致

英国人感到有被爱尔兰居民所超越的危险。英国政府挑起了爱尔

兰人的起义，并且通过收买达到了合并。５０１合并给刚刚复苏的爱尔

兰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米格尔有一次曾经说：爱尔兰的所有工

业部门都被消灭，我们剩下的只有棺材的生产了。拥有一块土地成

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大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投机者；在土地到农

民手里以前，它先得经过四五层租约；因此，土地的价格大大上涨。

农民的食物只有马铃薯和水，小麦和肉类都运往英国去了；地租在

伦敦、巴黎和佛罗伦萨被挥霍掉。１８３６年寄给居住国外的土地所

有者的款项共达７００万英镑。除了产品和地租，连肥料也输出国

外；土地贫瘠了。局部的饥荒常常发生，而１８４６年的马铃薯病害更

引起了全面的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马铃薯病害是地力耗

竭的结果，是英国统治的产物。

由于谷物法的废除，爱尔兰丧失了在英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过去那样的地租已经支付不了。高昂的肉价以及残存的小土地所

有者的破产，加速把小农逐出土地，把他们的土地变为放羊的牧

场。从１８６０年以来，有５０万英亩以上的可耕地停止耕种。每英亩

土地的收获量减少了：燕麦减产１６％；亚麻减产３６％；马铃薯减产

５０％。目前，给英国市场种植的只有燕麦，而小麦则要输入。

８３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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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力的耗竭，居民的体质也恶化了。在人口减少的情况

下，跛子、盲人、聋哑人、精神病患者的绝对数字却增加了。

１１０多万人为９６０万只羊所排挤。这在欧洲是闻所未闻的！俄

国人是用俄国人来代替被迁走的波兰人，而不是用羊来代替。只有

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曾经讨论过毁灭城市以便腾出地方来放羊

的问题。

因此，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土地问题，

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所有爱尔兰人都

深信，如果应该有所行动的话，那就得立即动手。英国人应该要求

爱尔兰分离，让爱尔兰人自己去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别的一切措

施都是无益的。如果这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实行，那末爱尔兰的移民

会引起一场对美国的战争。目前对爱尔兰的统治乃是替英国贵族

榨取地租。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埃卡留斯的

手抄稿译的

９３６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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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

后果的发言记录５０２

摘自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马克思揭开了关于“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影响”问题的辩论。他

说，使我们最为惊奇的是，使用机器的结果竟同人们原来认为必然

会产生的那一切截然相反。劳动时间没有像所期望的那样缩短，工

作日反而延长到１６—１８小时。从前，一个工作日通常是１０小时；

而近百年来，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大陆，劳动时间都通过立法手段而

延长了。近百年来工厂立法的全部实质，就在于依靠法律的力量来

强迫工人多工作几小时。

只是到１８３３年，儿童的工作日才被限制为１２小时；由于过度

的劳动，根本没有发展智力的时间。他们的身体也发育不良；流行

病在他们中间逞凶肆虐，这迫使某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得

不来研究这个问题。老罗伯特·皮尔爵士就是最先注意到这种严

重的祸害的人物中的一个，罗伯特·欧文则是第一个在自己的工

厂里实行限制工作时数的厂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第一个把妇

女和儿童一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１０１ ２小时的法律，但是这一法

案仅仅在某一类工厂里得到推行。

这算是前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工人有了较多的自由时间。至于

０４６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说到产品的缩减，则这很快就得到了补偿：由于机器的改进和工人

劳动强度的提高，现在在缩短了的一个工作日里较以前冗长的工

作日里做出了更多的活。人们重新担负着过度的劳动，于是，很快

就产生了把工作日限制为８小时的必要性。

使用机器的另一后果，是把妇女和儿童驱入工厂。这样妇女就

成了我们的社会生产的积极参加者。从前，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是在

家庭范围内使用的。我不认为，妇女和儿童参加我们的社会生产是

一件坏事。我以为，每个９岁以上的儿童应当有一部分时间来从事

生产劳动，但是，迫使儿童在现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劳动，那是太骇

人听闻了。

使用机器的又一后果，是完全改变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关系。从

前，存在着富裕的雇主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工具的贫穷的工人。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人，他们还有可能对自己的雇主实行反抗。

对于现代的工厂工人来说，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这种自由已经不

存在了，他们成了资本的奴隶。

从资本家那里曾经不断发出呼声，希望能有一种什么发明，使

他们能够不依赖工人而独立。纺纱机和动力织机给了资本家这种

独立，因为生产中的动力握在他们手中了。因此，资本家的权力大

大加强了。厂主老爷成了在自己企业范围内拥有惩罚权的立法者，

他们往往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任意罚款。封建贵族在对待农奴方

面还要受到传统的约束并服从于一定的法规，厂主老爷却不受任

何监督。

有组织的劳动是使用机器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而这迟早又

会产生自己的各种后果。对于那些机器同自己的劳动相竞争的工

人来说，机器的影响简直是毁灭性的。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印度，都

１４６卡·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记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有许许多多使用手织机操作的纺织工人随着动力织机的采用而真

正丧失了生命。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机器所造成的灾难是暂时性的。但是机

器生产在不断发展，如果说这种发展在同一时间内把大批人吸收

到生产中来，使他们获得工作，那末，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不断地

使许多工人失去工作。被排挤出来的人口形成一种经常的过剩；这

种人口过剩并不像马尔萨斯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对国内的产品

而言，过剩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劳动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

所排挤。

在农业中使用机器，造成了不断增长的人口过剩，这些人已经

不能找到职业。这些过剩的人口涌向城市，不断给劳动市场以压

力，从而使工资下降。伦敦东头的情况就是这种影响的例证之

一。５０３

使用机器的实际后果，在那些未使用机器的劳动部门里表现

得最为明显。

最后，可以说，在目前，使用机器一方面导致联合的、有组织的

劳动，另一方面则导致至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破

坏。

载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１日“蜂房报”

第３５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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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

的发言记录５０４

摘自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不能同意米尔纳５０５的意见，即工作日的缩短将造

成生产的减少，因为在实行限制工作日的那些部门里，生产工具较

之其余的部门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工作日的限制引起了机器

的更加广泛的使用，进行小生产愈来愈不可能了，而这正是向社会

生产过渡所必需的。问题涉及保健方面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５０６但

是缩短工作日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要使工人阶级能有更多的时间

来发展智力。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这是使工人阶级智力发达、体

力旺盛和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现在，谁也不会否认需要国家来

维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了，而对他们的劳动时间的限制，在大多数

场合也会导致男子工作日的缩短。英国首先开始缩短工作日，别的

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英国的做法。在德国已经展开了认

真的鼓动工作，人们期待着伦敦的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这个问

题原则上已为以往历次代表大会所解决，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了。

载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２日“蜂房报”

第３５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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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伦敦德国工人书５０７

工人们！

今年９月７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三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将讨论扩大、加强和组织工人国际联合的共同

活动的最好方法，以及同工人阶级利益密切关速和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最后，必须在宣传经费方面相互达成协议。

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下列问题：

１ 缩短和调整工作日；

２ 资本家采用机器的影响；

３ 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４ 工人阶级的教育；

５ 建立信贷机构以促进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

６ 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最好方法。

为了力争实现这个由于时间和形势的要求而提出的倡议，我

们号召你们不论是作为整个组织或作为个人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进行工作。必须以志愿捐款的办法募集足够的经费，以便伦敦

的德国工人能够派出一名或数名代表。如果在目前这种暴风骤雨

的时刻，在数以千计的伦敦德国工人中间没有足够的由于理解本

阶级利益而感到鼓舞的人来保证自己有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那是可耻的。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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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动起来吧！各国工人早就应当联合起来，并且应当懂

得：为了有效地进行斗争，反对以暴力为基础的资本家的统治，必

须有一个工人阶级各种队伍的强大联盟。

不应当忘记，在北美合众国八小时工作日已经被宣布为所有

国营企业应当遵守的法律。

我们还想起了卡尔·马克思于１８６７年在他的著作“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所写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话！

“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给欧洲资产阶级敲起了警钟

一样，十九世纪美国的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

钟。”５０８

捐款可于每星期一、三、六晚９时起交到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秘书和出纳员处。

代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德国分部：

理 事 会

西中央区朗 爱克街温莎堡２７号

起草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１日左右

载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５日“海尔曼”报

第５０２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海尔曼”报，并

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校对过

５４６告伦敦德国工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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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棉纺织

工业中的竞争对法国工人状况

的影响的发言记录５０９

摘自１８６９年１月５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大家已经知道，生产棉纱和其他棉纺织品的法国工业家正在

组织联盟，目的是要通过按更便宜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办法来在英

国市场上打击英国工业家。法国工业家承认英国工业家拥有比他

们更好的机器和更为雄厚的资本，同时他们认为过去能够维持住

自己的地盘只是由于法国工人的工资低，因此他们希望用进一步

降低工资的办法使自己在生产商品时能够比英国工业家花费得更

少些。索特维耳 勒·卢昂市长贝尔太耳先生（这个城市最大的工

业家之一）第一个发动了这个对工人阶级的新的十字军征讨，提出

要每天减少工资３１ ２辨士。由于工人拒绝这些条件，于是就宣布

了同盟歇业；现在工人们向国际工人协会请求援助。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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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

议程的决议

根据常务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如

下：

（１）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问题；

（２）继承权；

（３）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立即利用信贷；

（４）关于普及教育的问题；

（５）工会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

其次，决定批准代表大会的日程如下：

（１）审查代表资格；

（２）选举代表大会的负责人员；

（３）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以及各分部和支部的总结报告；

（４）讨论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各项问题；

（５）决定下一年度总委员会的所在地；

（６）选举总委员会委员；

（７）决定下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

１８６９年６月２２日通过

在伦敦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并根据传单校对过

７４６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卡·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

的发言访录５１０

摘自１８６９年７月６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

公民马克思认为：米尔纳没有完全理解争论的实质。谁也没有

反对把矿井和森林转为公共财产。大家都承认土地集中在少数人

手里所招致的害处。意见分歧仅仅是有关耕地的问题。反对意见

来自小农经济的拥护者。小所有制是争论的对象。

援引社会必然性，比起要求抽象的权利，是更加有力的论据。

抽象的权利曾经被坚决地用来为所有的东西辩护，为形形色色的

压迫形式辩护；早就应该摒弃这种鼓动了。问题在于应当用什么形

式来实现这种权利。变封建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曾经是一种社会

必然性。在英国，私有者在农业中已经不再是一种必然性了。

至于说天然权利，那末动物对土地也有天然权利，因为动物离

开土地就不能生存。如果把这种天然权利演绎到逻辑的终结，那

末，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的论点：每个人都应当耕种自己所有的一小

块土地。

社会权利和社会必然性决定着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由于社

会的必然性，在合作制成为势在必行的地方就出现了工厂。由于谁

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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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单独生产出任何东西，于是就使得合作制成为一种社会必

然性。

马克思不反对使决议更富有表达力。

二

小农没有出席历次代表大会，但在历次大会上都有它自己的

思想家参加。蒲鲁东主义者十分顽强地坚持个体小所有制的要求，

他们也曾经到过布鲁塞尔。总委员会对决议负有责任，因为决议是

由布鲁塞尔委员会５１１草拟的，这些人清楚地预先看到了他们一

定会碰到的反对意见。我不反对改写这个决议。公民韦斯顿只谈

到社会的必然性。我们看到，两种土地所有制都造成了有害的后

果。小农——仅仅是名义上的私有者，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因为他

们直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实际上的私有者。在英国，凭议会的一道

法令，在两个星期里就可能使土地变为公共财产。在法国，这却要

通过土地所有者负债累累和担负重税才能实现。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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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

的发言记录５１２

摘自１８６９年７月２０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揭开了关于继承权问题的讨论。他说，这个问题是

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提出来的，总委员会同意把它摆出来讨

论。日内瓦同盟的主要要求是完全废除继承权。

有两种继承形式。遗嘱权，或者是按遗嘱继承，起源于罗马，而

且是罗马的特征。罗马的家长对于他的家庭经济范围内的一切享

有绝对的权力。不能把罗马的家长同现代的家长相比。罗马家庭

的家庭经济包括奴隶和被保护人在内，家长必须公开保护和维护

这些人的大小事务和利益。有过这样一种迷信：家长死了，他的灵

魂还留在家里，像家神一样进行监督，使一切安排得当，如果事情

办错了，他就要折磨活人。在罗马历史的早期，对这种家神要供奉

牺牲，为了纪念他和安抚他的灵魂，甚至还要排设血祭。逐渐地形

成了一种风俗：通过遗嘱继承人与死者的灵魂商议。这就是罗马人

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遗嘱所表达的死者的意志，通过继承人而永

世长存。不过这种遗嘱并不一定给继承的人带来什么财产，而只是

责成他履行死者的意志，这一点被看作一种宗教义务。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遗嘱继承人也开始对财产权提出要求，然而即使到了帝

国时代，他们依法得到的也从未超过四分之一。这种多神教的迷信

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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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传到了基督教国家，并且成了现在英国和美国都还存在的遗

嘱权的基础。

日耳曼的继承权是无须遗嘱的家属占有权。财产似乎是由家

庭成员共同占有，支配者是家长。当这个支配者死了以后，财产便

转归所有的子女。日耳曼人不知道有其他的继承权。

罗马教会推行了罗马的权利，而封建制度使日耳曼的权利变

了样，因为负有兵役重荷的封建财产不能分割。法国革命又恢复了

日耳曼的继承权。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荒唐的事情，一个人

拥有把自己的财产任意遗赠给谁的无限权利，他甚至可以不让自

己的后裔继承，从而在死后的长时期内还支配着自己的财产。让资

产阶级去研究遗嘱权的问题吧，因为这可以被用来反对贵族。在普

鲁士，只能把自己财产的一小部分遗赠给外人。

对于没有东西可以继承的工人阶级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

意思。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打算从废除继承权开始社会革命。试问这

项政策会是正确的吗？

建议并不是新的。圣西门在１８３０年就提出过了。５１３作为一种

经济措施，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会激起一种忿怒，这种忿怒一

定会遇到几乎不能遏止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会导致反动。这一

要求即使在革命的时刻被宣布，一般的觉悟水平也未必能保证支

持它。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继承

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剥夺了，因为剥夺会是一种简单

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

在英国废除土地继承权会触动同土地、同上院等等有关的世

袭职权。非等到１５０００个勋爵和１５０００个勋爵夫人都死光了，事情

１５６卡·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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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有个结果。相反，假如由工人组成的议会决定将地租纳入国库

而不交给大地主，政府就能马上得到一批资金而不引起任何社会

震荡，可是，废除继承权，却会使一切陷于混乱，而且达不到任何目

的。

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使任何生产工具都不再成为私人的财

产。生产工具的私有制是一种虚伪的幌子，因为私有者不可能亲

自使用生产工具；但是私有制却给予私有者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

他们就借此强迫别人为他们做工。在半野蛮状态中这种秩序也许

是必要的，但现在已经毫无必要了。一切生产资料都应该公有化，

以便保证每个人都既有权利，又有可能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如

果我们能达到这种情况，继承权也就不需要了。但在此以前，家

属继承权还不可能废除。人们为自己的子女储蓄，他们的主要目

的就是要保证子女有生活资料。如果子女的生活在双亲死后能够

得到保障，那双亲就不会再去操心给子女留下生活所需的资料了，

然而现在还没有那种条件，废除继承权只会引起困难，只会惊动

和吓坏人们，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

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起点应该是：为生产资料的公有

化创造条件。

资产阶级痛恨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使国家有可能在任何

时刻干预私人事务。现在已经有遗产税，只要把它提高并使它成

为像所得税一样的累进税就行了，不过小额遗产不在此例，比方

说５０英镑就不予课税。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问题才与工人阶

级有关。

同现存秩序相连的一切都应当改变，但是，如果废止的仅仅

是遗嘱，那人们也会采取生前赠送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做法，可见，

２５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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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搞得更糟，还不如容忍它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首先应该取得

改变现存秩序的可能，到那时继承权也就自然会消失。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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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

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５１４

摘自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０日和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

公民马克思说，这个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困难之外。一方面，为

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

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

发。

以往历次代表大会都讨论过应当由国家还是由私人来举办教

育的问题。５１５国家举办的教育常被看做是政府的，其实也不尽然。

在马萨诸塞州每一个市政府都有责任保证所有的儿童受到初等教

育。居民在５０００人以上的城市应该有中等技术学校，大城市要有

更高级的学校。国家分担开支，不过不多。在马萨诸塞州１ ８的地方

税用于教育，在纽约州则为１ ５。掌管学校的委员会是地方性组织，

它们委派学校教师和挑选课本。美国的制度的缺点在于地方的性

质过重，教育取决于每一州的文化水平。因此就有了要求中央监督

的呼声。必须为学校纳税，但孩子们却并不必须上学。财产被课税，

纳税的人也就希望钱花得有用处。

教育可以是国家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可以委派视察员，视

４５６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察员对教学过程本身虽然无权干预，但应当监督法律的遵守，正如

同工厂视察员应当监督工厂法的遵守一样。

代表大会应该毫不犹豫地通过决议：教育应当是义务教育。至

于说孩子们会因而不能受雇去做工，那末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这

种情形不会缩减工资，人们也会对这一点习惯。

蒲鲁东主义者断言，免费教育是荒谬的，因为国家为教育花了

钱。当然，总得有人出钱，但不是由最无力出钱的人出。发言人并

不主张在专科大学实行免费教育。

至于人们谈得很多的普鲁士教育制度，他最后说，那是专门培

养优秀士兵的。

二

公民马克思说，在某些问题上大家意见是一致的。

讨论起因于有人建议对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加以肯

定，这项决议要求把智育同体力劳动、同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

起来。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无产阶级的决议起草人所主张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弥补分

工所造成的缺陷，因为分工妨碍学徒获得本身业务的牢固知识。人

们抓住这一点，并且按照资产阶级对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解对它做

了不正确的解释。

至于罗女士关于教会经费的建议５１６，若是为了使代表大会表

示反对教会，那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公民米尔纳的建议５１７不值得同学校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年轻

人应当在日常生活斗争中从成年人那里获得这种教育。发言人不

５５６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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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把沃伦看做圣经，在这个问题上很少人持有相同的意见。我们

可以补充一句，学校不可能给予那种教育，这应当从成年人那里去

学习。

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不应该开设那些容许进行政党的或

阶级的解释的课目。只有像自然科学、文法等等这样的课目才可以

在学校里讲授。譬如说，文法规则就不会因讲解它的是一个信教的

托利党人还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而有所改变。容许得出相互矛盾的

结论的课目应当从学校里删去；只有成年人才可以在开宗教讲座

的罗女士那样的教师的指导下研究它们。①

关于废除军队的问题５１８，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决议；

不宜再把它提出讨论。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６５６ 附  录

① 在１８６９年８月２１日“蜂房报”第４１０号关于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

的简要报道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至于政治经济学、宗教以及其他类似的课

目，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都不应该开设。这是对成年人的教育，应当由罗

女士那样的教师以举办讲座的方式来进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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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５１９

工人同志们！

三十年前使英国千百万受苦的劳动者产生的那些毫无根据的

希望没有实现。曾经有人对他们说，取消关税限制将会使贫苦工人

的命运得到改善，即使不能使他们幸福和满足，至少也会使他们永

远摆脱饥饿。

于是掀起了一个争取“大圆面包”的强有力的运动５２０；大地主

们愤怒欲狂，财阀们惊慌失措，工厂主们则欢天喜地——他们的愿

望实现了：保护关税政策遭到了ｃｏｕｐｄｅｇｒａｃｅ〔致命的打击〕。接

着而来的是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托利党人起初威胁说要改变这

个政策。可是他们在１８５２年登上了大臣席位后，却并没有把自己

的威胁兑现，反而加入了无限制竞争的拥护者的赞美大合唱。他们

本来已经准备在金钱上遭受损失，可是他们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

每年的租金收入增加了２００多万英镑。废除谷物法以后由如此少

的人在如此短的时期内生产出如此多的财富（即满足人的需要的

资料），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二十年的时间内，不列颠

和爱尔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你们自己的劳动果实）每年报关的出

口价值从６０００万英镑增长到１８８９０万英镑。在二十年内，不列颠

的地主和地主太太们每年的应纳税的收入，据他们自己承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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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００万英镑增长到１４０００万英镑，而大工厂主和大工业家每年的

收入则从６０００万英镑增长到１１０００万英镑。人的力量还能有比这

更大的作为吗？

可惜的是，在这个不列颠家庭中还有遭到遗弃的子女。关于

这１４０００万英镑在大地主之间如何进行分配的秘密，还没有一个

财政大臣曾经透露过，不过关于工业家们的情况，我们还是了解

的。工业家中最幸运的人的数目从１８４６年的１６人增加到１８６６年

的１３３人。其中每个人的平均年收入从７４３０００英镑增长到

１００６００英镑。他们攫取了二十年来收入全部增长额的１ ４。比他们

稍差一点的从３１９人增加到９５９人，其中每个人的平均年收入从

１７７００英镑增长到１９３００英镑；他们攫取了第二个１ ４。剩下的半数

在３４６０４８个可尊敬的资产者之间进行分配，他们每年的收入从

１００至１００００英镑不等。而生产这些财富的千百万劳动者——不

列颠的灰姑娘们，却半个辨士也没有得到，他们得到的只是拳打

脚踢。

在１８６４年，税收表中Ｄ项５２１的应纳税的收入增长了９２０万

英镑。在这个增长额中有４２６６０００英镑即将近半数，被占人口总数

不到１ ８的首都所吞没。在这个总额中有３１２３０００英镑、即整个大

不列颠收入增长额的１ ３以上，被伦敦西蒂区、即占不列颠人

口１ １７９的上等人物所吞没，而拥有多三倍的工人居民的迈尔 恩

得和伦敦塔却只得到１７５０００英镑。西蒂区的房主被金子憋得要

死，哈姆雷特塔的房主则被济贫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西蒂区自然是

反对济贫税的集中化的，他们所依据的仅仅是地方自治的原则。

到包括１８６１年在内的十年内，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增加了

１２％；他们的产品增加了１０３％。铁矿矿工的人数增加了６％，矿产

８５６ 附  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品增加了３７％。２万名矿工为１０个矿主工作。在这十年内，英格

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工人人数缩减了８８１４７人，然而在这同一时期，

却有数十万英亩的公有地被圈为私有财产，用来扩大贵族的领地。

这一过程现在也还在继续。

在十二年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按济贫法被课税的租金，从

８６７０万英镑增加到１１８３０万英镑；有劳动能力的成年贫民从

１４４５００人增加到１８５６００人。

这不是无可救药的狂妄者的热情幻想所描绘的虚构图景。这

是大地主和银行家的、由他们自己的蓝皮书所证实了的自白。不久

以前他们的一位专家在上院说过，生活奢侈的有产阶级每年可以

从你们的劳动产品中为自己积攒１５０００万英镑，过了几个星期，皇

家外科医学院院长在调查８个人早死原因的陪审法庭上，叙述了

他在圣潘克拉斯教区的肮脏的习艺所里所见到的景象。

在爱尔兰，享有特权的人数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增多了，而

同时却有１ ６。的爱尔兰劳动儿女死于饥饿和由饥饿引起的疾

病，１ ３幸存的人则被依法从租种的土地上赶走和抛向街头，他们

为了逃避罪恶的篡夺者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

这个史无前例的工业繁荣时期把我们成千上万的劳动伙伴

——正直的、单纯的、辛勤工作的男人和妇女——送进了习艺所；

他们所幻想的牛排变成了稀汤。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在本

乡到处流浪，无家可归；他们饱受欺凌，横遭排斥；他们充满城市，

挤满大道，到处寻求能提供栖身之所和糊口之资的工作而不可得。

另外有成千上万比较精明而不太正直的人则由于小小的偷窃行为

而坐牢，他们宁尝铁窗风味，也不愿受习艺所的待遇；与此同时，大

骗子手们却依然逍遥法外，罪恶的大地主们操纵着法庭，他们在治

９５６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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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法官会议开庭期间主宰着一切。成千上万年轻力壮的人流亡海

外，像逃避鼠疫那样逃离自己的故乡；年老体弱的人因饥寒交迫而

倒毙道旁。大大小小的医院挤满了寒热病患者和饿得奄奄一息的

人，饿死已成为天天发生的常见现象。

总而言之，贫苦工人的苦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重，赤贫现

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而同时，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却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这首先证明，一切国家权力的道义原

则，即“整个社会的福利就是最高法律，它应当成为所有民法的目

的和意向”这一原则已经完全被忽视了。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有的轻率地忽视了自己首要的义务，而为富人的特殊利益服务，以

便使富者更富；有的则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教养和他们的

阶级偏见而不能履行自己对整个社会的义务，不能施行应有的措

施；不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是背叛了自己的委托者。

只有在被压迫者的最低需要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阶级的统治

才能存在。统治阶级没有能使工业工人在它年富力强的时代免于

贫困和饿死。统治阶级的措施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它们的谎言并没

有兑现。它们答应节约，可是并没有节约，反而骇人听闻地增加了

国家的开支。它们答应从你们肩上卸下赋税负担，可是富人支付的

只是增加了的开支的很小一部分，其余部分则从应归你们使用的

生活必需品中征收，甚至还从你们的当票上征收税款，用来供养也

是从你们的人中间招募而成的常备军，以便在你们一旦表现出不

满的征兆时就来枪杀你们。它们答应把赤贫现象压缩到最低限度，

而实际上却只是把贫穷和困苦变成你们通常的命运，——“大圆面

包”已化为乌有。它们所实行的每一个措施只是增加了灾难，而且

他们也提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它们的政权是注定要灭亡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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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下去，就意味着把一切人都引向毁灭。办法只有一个。要自己

帮助自己！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忍受这种恶劣的局面，要按照自己

的决定行动起来。这种局面一定要结束。

几个星期以前，有二十来个伦敦工人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得

出结论：目前的社会经济基础造成了现有的一切灾难，除了改革现

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外，其他任何办法都不会有用，而实现这种改革

只有劳动群众自己才能做到。他们已把自己的结论表达在一系列

决议中，并且把它们提交给他们所召集的工人代表会议来讨论。这

些决议在三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被一致通过。为了贯彻这些决

议，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人组织，名叫土地和劳动同盟。它的由四十

多个著名工人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受委托在代表会议通过的

那些最初的决议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原则纲领作为行动纲领，借助

于这个纲领就可以实现根本的改革。

委员会在全面讨论之后通过了以下的纲领：

１ 实行土地国有化。

２ 在国内建立农业移民区。

３ 实行非教会的普遍免费义务教育。

４ 取消私人发行银行。把发行纸币的特殊权利交给国家。

５ 用一种直接的累进税代替所有赋税。

６ 取消国债。

７ 取消常备军。

８ 缩短工作日。

９ 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并且付给代表薪金。

我们的努力是否能取得胜利将取决于对当权者所施加的压

力，为此必须在数量上取得优势，必须联合、组织和在行动上一致。

１６６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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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号召你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把你们的行动一致

起来，并且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到处宣布：“土地归

人民”，即归自然界礼物的合法继承人。任何一个合理地组织起来

的社会都不会让一小撮私有者去支配作为生活源泉的土地，把它

当做任意蹂躏的对象。由全民选举并受到全民信任的政府是能够

管理土地以造福整个社会的唯一力量。

你们要力争使国家调用空闲的土地以移居失业者，从而为土

地国有化奠定基础。你们再也不要让一英亩的公有地为了非生

产者的私人利益而被圈起来。你们要迫使国家利用军队（直到军

队彻底解散时为止）从事除草、排水和垦荒等农活，而不要让它

来修造以毁灭生命为目的的兵营。如果绿色的原野和菜园同狩

猎这种高尚的运动不能相容，那就让狩猎爱好者们移居到国外去

吧。

你们要使同盟的九条成为工人的纲领，成为考验议会候选人

的试金石，如果你们发觉他们不称职，那就像抛弃伪钱币那样抛弃

他们，因为谁不拥护你们，他就是反对你们。

你们的劳动果实正被根据土地法、财政法和其他各式各样的

法律从你们手中骗走。你们不得不从留给你们的微不足道的钱财

中偿付为了压制你们的前辈而借的债款的利息；你们不得不供养

对你们这一代抱着同样目的的常备军；当你们有工可做时，你们经

常被过度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而且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吃得很

坏。除了在我们的纲领中所指出的那一系列根本性改革外，永远也

不会有任何东西能使你们摆脱你们目前所处的绝境。目标一致和

行动一致能克服各种困难。我们人数很多，而我们的敌人为数很

少。总之，各种信仰和职业的男女工人们，为了争取你们自身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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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你们要万众一心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团结起来，把你们的力量

联合在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旗帜下面！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书  记 马丁·詹·布恩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格·埃卡留斯起草于１８６９年１１月

１４日左右

１８６９年以小册子“土地和劳动同盟

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韦”

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土地和

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

尔兰男女工人书”译的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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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

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

政策的发言记录５２２

摘自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和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

接着，公民马克思揭开了关于不列颠政府在爱尔兰问题上的

立场的讨论。他说：

宣布政治大赦一般有两种缘由：（１）政府由于掌握武力和得

到舆论支持而足够稳固，而且敌人承认自己失败，就像在美国那

样；（２）冲突的原因是治理不当，而且反对派正在达到自己的目

的，就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那样。当时爱尔兰的情况也应当是这

样。

迪斯累里和格莱斯顿都说过，政府一定给爱尔兰做到别的国

家中革命所能做到的。布莱特曾屡次断言，如果情况不急剧改变，

爱尔兰随时都可能爆发革命。在竞选期间，格莱斯顿曾为芬尼亚社

社员举行起义进行辩护，他说，任何别的民族在那种情况下也都会

举行起义。而当他在下院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又反过来宣称，他的

慷慨激昂的反对“征服政策”的宣言只意味着“应该按照爱尔兰的

观念治理爱尔兰”。为了结束“征服政策”，他作为大臣必须立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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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着手，就像在美国和奥地利那样。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于是，

爱尔兰的自治机关就展开了要求大赦的运动。当带着有２０万人签

名的要求释放犯人的请愿书的代表团准备出发时，他先走在前面，

释放了几个人，以便显得他并不是在爱尔兰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

请愿书呈上去了，可是，虽然组织这次请愿的并不是芬尼亚社社

员，他也没有作任何答复。接着下院中就虐待犯人的事提出了质

问。英国政府至少在虐待犯人这方面是不偏不倚的，因为它对爱尔

兰人和英国人一视同仁。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和俄国那样对

待政治犯。普鲁斯不得不承认事实。穆尔要求进行调查，但遭到拒

绝。接着，在里美黎克开始了要求大赦的人民运动。召开了有３万

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无条件释放的请愿书。北部各城市

都举行了群众大会。接着宣告在都柏林召开有２０万人参加的群众

大会。大会在几星期前就决定于１０月１０日举行。各行业团体将

举行游行。１０月８日，政府公告禁止游行队伍经过某些街道。伊萨

克·巴特认为这就是禁止游行。人们向福特斯鸠提出质问，但他不

在家，他的秘书伯克则一无所知。于是，人们留下了一封信要求回

答。福特斯鸠逃避回答。政府需要一次冲突。人们放弃了游行。事

后得悉，当时每一个兵士都发给了４０发子弹。

以后，格莱斯顿对里美黎克的八月请愿书作了含糊其词的答

复５２３。他写道，人们的行为是极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奉公守法的，有

些人则出言不逊，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要求只有出于宽大才能做出

的行动。

以一个受雇于群众的公仆而出来教训群众的大会应如何讲

话，那未免太不谦虚了。

格莱斯顿接着又反驳说，犯人们并没有放弃因他们被捕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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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计谋。

格莱斯顿怎么知道他们的计谋，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放弃这

种计谋呢？也许他为了获得口供而严刑拷打过他们吧？他要强迫

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要在精神上侮辱他们。拿破仑在实行大赦时

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共和原则，普鲁士也没有提过这样的条件。

接着格莱斯顿声明说，阴谋至今仍存在于英国和美国。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苏格兰场①就会立刻揭露它。但这不过是

“已持续七百年之久的不满”而已。爱尔兰人宣称，他们将把无条件

的释放看作和解的一个步骤。格莱斯顿无法消灭在美国的芬尼亚

社社员的阴谋，他自己的行为正在助长它；一家报纸称他为阴谋的

首脑５２４。他对报刊不满；但他并无勇气去追究报刊，因而他想把责

任推到犯人身上。他是否要把他们当作人质，好让那些监狱外面的

人安分守己呢？他宣称，“当时我们希望能显示最大限度的忍耐”。

原来，所谓最大限度就是这样。

当蒙特乔伊监狱因收容大量未经审判的犯人而有人满之患

时，麦克唐奈医生曾就犯人的待遇问题屡次写信给约瑟夫·默里。

美奥勋爵后来说，默里隐藏了这些信件。于是，麦克唐奈就向职位

更高的狱监上书。结果麦克唐奈被撤职，而默里则受到提拔。

接着格莱斯顿又说，“我们曾建议”释放次要的犯人，但那些主

犯和主谋者不能释放。

这显然是一个谎言。犯人中有两个美国人，每人被判１５年徒

刑。政府由于害怕美国而把他们释放了。凯里于１８６５年被判５年

徒刑，他住在精神病院中；他的家属想把他接回家去，因为他并无

６６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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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推翻政府。

接着格莱斯顿又说，骚扰治安在英国一向被认为是犯法的。但

只是在英国是如此。杰弗逊·戴维斯的叛乱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

它反对的不是英国人及其政府。５２５格莱斯顿接着说，除了惩罚罪

犯，政府不能有别的考虑。

政府为爱尔兰的压迫者效劳。格莱斯顿希望，如果开明的皇上

和议会采取了伟大而公正的行动，爱尔兰人就屈膝投降。可是，对

爱尔兰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正是他们。爱尔兰问题是这样一个唯一

的口号，这个口号使格莱斯顿和布莱特得以成为大臣，得以迫害非

国教徒，并且给爱尔兰的追求肥缺者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叛卖

行为正确。教会只是征服的借口。借口消失了，但奴役继续存在。

格莱斯顿宣称，政府今后将努力消除引起不满的各种缘由，但是政

府也决心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帝国的完整。

对生命财产的威胁来自英国贵族。加拿大制订了它自己的法

律，这并没有破坏帝国的完整，而爱尔兰人却必须丢开他们自己的

事情，让议会来照管，也就是让那个使他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的政

权来照管。以为释放犯人会比侮辱整个民族更为危险，那是极端的

愚蠢。英国人那种陈旧的征服者的精神表现在这种见解中：我们会

赏赐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必须请求。

格莱斯顿在给伊萨克·巴特的信中说：

“您提醒我，我过去曾经为外国人辩护。难道这两种情况有相似之处吗？

芬尼亚社社员是依合法的惯例进行审讯的，而且是由以他们的同胞作为陪审

员的法庭判罪的。那不勒斯的犯人被捕后没有受审，而后来当他们受审的时

候，则是由特别法庭审讯并由领政府薪饷的法官们决的。”５２６

如果以乡绅们作为陪审员的法庭审讯偷猎者，那偷猎者的审

７６６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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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者也同样是他的同胞。众所周知，爱尔兰的陪审员人选是由大地

主们提供的，陪审员的生活费用就取决于他们的判决。压迫始终是

合法的惯例。在英国，法官可以是独立的，而在爱尔兰却从来不是

这样。他们的提升取决于他们如何为政府效劳。检察官沙利文就

破任命为司法档案保管官。

格莱斯顿在回答都柏林的“护林人古会”时说，他似乎不记得

曾经答应过“按照爱尔兰的观念治理爱尔兰”。５２７过后，他又来到市

政厅抱怨说，他无力担当这项任务。

结果，所有维护租佃者权利的群众大会都取消了，而爱尔兰人

要求释放犯人。他们已经和教权派断绝关系，现在则要求爱尔兰自

治。穆尔和巴特表示赞成这一点。他们决心争取释放奥顿诺凡 罗

萨，把他选为议会的议负。

二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格莱斯顿的行为作了一番评论，我的评论

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过这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群众大

会上通过的请愿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格莱斯顿对支持请愿书的

那些讲话却吹毛求疵。卡斯尔里并不亚于格莱斯顿；我在今天的，

政治纪事报”５２８上看到，他也曾经用格莱斯顿所用的那些字眼来攻

击爱尔兰人，而科贝特也同我一样地回答了他。

当开始竞选的时候，所有的爱尔兰人候选人都提出大赦的要

求，但是格莱斯顿在爱尔兰各地方自治机构展开要求大赦的运动

以前，并无任何行动。

我没有谈到欧洲事件中的牺牲者，因为不能把匈牙利战争和

８６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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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亚社社员起义相比。可以把它同１７９８年
５２９
相比，而那样比，也

不会有利于英国人。

我还要重复地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对待政治犯更坏的。

公民莫特斯赫德不想告诉我们，对于爱尔兰人他有什么看法；

如果他想知道别的民族对英国人作如何想，那就让他读一读赖德

律 洛兰５３０和其他欧洲作家的著作吧。我一直是为英国人辩护的，

现在也是这样。

通过决议并不是为了争取释放犯人，爱尔兰人自己也已经不

指望这—点了。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对政府

的措施作出评价；这一决议可能造成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团结。当

我们大胆地说出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格莱斯顿就不得不和反对派

“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等发生冲突；反之，我们就会支持他

来对付那在相反的情况下能推翻他的反对派。在美国内战的时候，

他是执政者，因而要对政府的政策负责；而格莱斯顿在北军处境

不好的时候发表了他的声明，这并不会给他的爱国主义增加什么

光彩。

公民奥哲尔是对的，他说如果我们想让犯人获得自由，用这种

方法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考虑爱尔兰人民比考虑格莱斯顿更为

重要。５３１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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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

问题的文章５３２

一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２月１８日“马赛曲报”转载了“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这家英

国报纸在这篇文章中向法国报刊报道了选举奥顿诺凡 罗萨的情

形。鉴于这一报道相当混乱，它那满篇吞吞吐吐的解释使人不能正

确了解他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些事实，因此，盼将我对上述文章的

评述惠予披露。

首先，“每日新闻”说奥顿诺凡 罗萨是经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

判决的，但是他没有加上一句：在爱尔兰，陪审员参加的法庭是由

政府的走狗组成的，他们是在不同程度上由政府直接指定的。

其次，玩弄自由主义字眼的“每日新闻”的撰稿人带着神圣的

恐惧谈到了ｔｒｅａｓｏｎｆｅｌｏｎｙ〔叛国〕，却忘了说，英国刑法典中的这

一新范畴，就是专门为了把爱尔兰爱国者算做最低一等的罪犯而

发明的。

我们先谈奥顿诺凡 罗萨的事件。他是“爱尔兰人民”的编辑

之一。他像大多数芬尼亚社社员一样，也以写所谓煽动性文章被

判罪。因而，“马赛曲报”指出罗什弗尔和罗萨的相似之点，那是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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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

为什么“每日新闻”把有关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事告诉法国，而又绝

口不谈对他们的虐待呢？希望你们能容许我对“每日新闻”慎重地保持缄默的

东西作一个补充。

不久之前，奥顿诺凡 罗萨曾被双手反铐，关在一间黑暗的单

人牢房里。无论白天黑夜，都不给他取下镣铐，所以他只好躺在地

上喝给他当饭吃的稀汤。罗萨把他的情况当着典狱长和另一证人

的面告诉了“爱尔兰人报”的编辑皮哥特先生，后者就将此事在他

的报上发表，这就促使下院的一位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要求议会

进行调查，以便弄清监狱中发生的情况。政府坚决反对这一要求。

有３６位议员投票赞成穆尔的提案，但是投反对票的有１７１人；这

确实可以作为对那些蹂躏了选举法的投票①的毫不逊色的补充。

而这正是在假善人格莱斯顿组阁的时候发生的！可见，这位伟

大的自由主义领袖是把人道和正义看得一文不值的。所以说，存在

着一些不戴眼镜的犹大。

还有一件给英国增光的事。一个六七十岁的被监禁的芬尼亚

社社员奥利里，在三个星期中只得到面包和水，原因是，——“马赛

曲报”的读者们怎么也猜不到，——原因是他被称为“异教徒”并拒

绝宣布自己为新教徒、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或战栗教徒。他只能

在上述的几种宗教和光面包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五种祸害中，奥利

里（或者像别人称呼他那样，“异教徒奥利里”）选择了他认为最轻

的一种：面包和水。

几天以前，验尸官（以皇室的名义验尸的法庭官员）察看了一

１７６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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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死于斯派克岛监狱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尸体，他严词谴责了对死

者的虐待。

上星期六，爱尔兰青年冈讷尔·胡德在受了四年监禁之后出

狱。他１９岁时曾参加英国军队在加拿大为英国服务。１８６６年，他

以写煽动文章的罪名被交付军事法庭并判处两年苦役。胡德在听

到判决时，摘下他的帽子抛入空中并大声高呼：“爱尔兰共和国万

岁！”他的这一发自内心的呼声使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被加判

两年徒刑，外加５０皮鞭。这一判决是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执行的。胡

德被绑在犁上，两个壮硕的铁匠挥起了ｃａｔｏ’ｎｉｎｅｔａｉｌｓ〔九尾皮

鞭〕——法语中并没有英语中的皮鞭这个词。这方面只有俄语和英

语才有共同语言。真是难兄难弟。

配者凯里先生至今还被监禁在专关疯子的监狱中；沉默和其

他酷刑已使他变成一具失掉理性的活尸。

芬尼亚社社员伯克上校，不仅在美国军队中服务时表现得很

出色，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画家，而现在他的处境也很悲

惨；他已经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在这张爱尔兰受难者的名单

上还可以加上许多别的名字。从１８６６年“爱尔兰人民”报社受到暴

徒袭击时起，在仁爱的英国监狱里已有 位芬尼亚社社员死亡或

发疯，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１日“马赛曲报”

第７１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２７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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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３月５日于伦敦

在３月３日的下院会议中，斯塔克普耳先生就对待被囚禁的

芬尼亚社社员的问题对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了质问。他还说，都柏林

的莱昂斯医生不久前宣称：

“纪律、不够吃的口粮、个人自由的限制及其他的惩罚只能给犯人的健康

造成无法挽救的危害。”

格莱斯顿先生却对犯人所受的待遇表示完全满意，他给自己

的短短的ｓｐｅｅｃｈ〔演说〕加上了这样精彩的诙谐：

“关于奥顿诺凡 罗萨的健康，我可以满意地说，奥顿诺凡 罗萨夫人在最

近一次会见她丈夫时因他的气色变好而感到非常高兴。５３３

在高贵的会议的所有席位上发出了一片哈哈大笑！最近一次

会见！请注意，奥顿诺凡 罗萨夫人不仅已和丈夫离别多年，而且为

了养活孩子，她只得在美国到处奔波，讲授英国文学。

还不要忘了，这位格莱斯顿先生（他的诙谐总是非常得体的）

是“祷告”（《Ｐｒａｙｅｒｓ》）“福音的传播”（《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俗人在教会中的职责”（《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ｙｍｅｎｉｎ

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以及刚出版的传道书《Ｅｃｃｅｈｏｍｏ》〔“看这个人”〕的

作者，人们简直都要把他当做圣徒了。

但是那些犯人是否也像他们的最高狱吏那样感到极大的满意

呢？请读一读下面的奥顿诺凡 罗萨信中的一段。这封信像奇迹般

３７６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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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带出了监狱，不过还是经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耽搁才到了收

信人的手中。

罗 萨 的 信

“关于这些英国统治者的伪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他们使我不得不爬在

地上吃东西；他们使我挨饿，不让我见阳光，给我的是镣铐和圣经。我不因我

的统治者惩罚我而诉苦；我会忍受；但我肯定说：我有权将我所受的虐待以及

非法扣留我叙述这种情况的书信的经过大白于天下。监狱当局为阻碍我写信

而采用的卑鄙手段既可笑又可恶。侮辱人格最甚的手续是一连几个月中每天

都把我剥个精光，察看手足和全身。从１８６７年２月到５月在米耳班克每天都

这样做。有一次我拒绝脱衣服。于是就来了五个狱卒，他们残暴地殴打我并扯

掉我的衣服。

有一次我给狱外发出一封信；结果是两位警官（治安法官）诺克斯先生和

波洛克先生光顾了我。

派两名政府官员来调查英国监狱的真相——这简直是讽刺！这两位先生

拒绝记下我想告诉他们的重要的东西。当我一接触到他们所不喜欢的话题

时，他们就阻止我发言，并说狱中纪律与他们无关。请问波洛克先生和诺克斯

先生，不是这样吗？我曾经被迫在已经有半打英国犯人用过的水中洗澡，当我

把这情形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不是拒绝记下我的申诉吗？

在查塔姆的时候，曾经给了我一些麻絮，要我扯松，并且告诉我，如不能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不给我饭吃。

我提高声音说：‘也许，我把活干完，你们也会同样处罚我吧？在米耳班克

时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狱吏不同意说：‘这怎么可能？’

于是我就告诉他，７月４日我比规定时间早十分钟就干完活，拿起一本

书来。一位官员看到了，就指责我偷懒，把我关在黑暗的单人牢房中，两天两

夜只给一点面包和水。

有一次我看到我的朋友爱德华·达菲。他脸色非常苍白。过了一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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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听说达菲病得很厉害而且他希望能看到我（我们在爱尔兰时就是好

朋友）。我请求典狱长准许我去探望他。典狱长断然拒绝了我的要求。那是在

１８６７年圣诞节前后。几个星期以后，一个犯人隔着我的牢房的铁栅轻轻地告

诉我：‘达菲死了！’

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俄国，英国人会编出一套多动人的故事呵！

要是格莱斯顿先生在那不勒斯看到这样的死亡，他又该描述得多么生

动！这些甜言蜜语的法利赛人，这些伪君子，嘴上挂的是圣经的词句，心里藏

的是魔鬼！

我还有几句话来悼念约翰·林奇。１８６６年３月，我放风时在院子里遇到

他。我们受着严密的监视，他只能低声地对我说：‘要冻死我了。’这些英国人

干了些什么呢？在圣诞节前一天，他们把我们带到伦敦。当我们进了监狱以

后，他们就剥掉我们身上御寒的内衣，让我们一连几个月在单人牢房里冻得

发抖。是的，他们无法否认这一点，他们就是杀死约翰·林奇的凶手；但是在

进行调查时，他们却安排好作证的官员，说林奇和达菲受到非常温和的待遇。

我们的奴役者英国人的爱好撒谎已经到了超乎任何人的想像的程度。

如果我死在狱中，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请千万别相信这些人所说的任何一

句话。但是也不要以为我对用谎言陷害过我的人有私人的怨恨！我控诉的只

是必然会采取这种手段的暴政。

我的境遇使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马基雅弗利的话：‘暴君们对传播圣经特

别感到兴趣，其目的是让人民群众接受其中的诫令，听任强盗们掠夺他们而

不加抵抗。’

只要被奴役的人民恪守教士们所传播的道德准则和服从准则，暴君们就

可以高枕无忧。

如果我的同胞们能读到这封信的话，我有权要求他们大声疾呼，为处于

水深火热中的弟兄们主持正义。让这些话促使凝结在他们血管中的血液流动

起来吧！

我被脖子上套着绳子拉车。绳子的一端结在长长的车辕上，两个被拘禁

的英国人受到嘱咐不得让车子失去平衡，但是他们撒了手，车辕一下子翘了

起来，绳结散了。如果绳结拉紧的话，我就没命了。

我坚决认为他们无权使我处于这种情况，使我的生命取决于别人的一举

５７６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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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

一线阳光穿过栅栏和门闩射进我的牢房。——这是我对在纽敦纳德斯

度过的一天的回忆，在那里我遇见过忘却了伪善的橙带党人和绿带会员。

政治苦役犯 奥顿诺凡 罗萨”５３４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５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９日“马赛曲报”

第７９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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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６日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通讯中转引的奥顿诺凡 罗萨的那封信，成了上星

期最突出的事件。

“泰晤士报”不加评论地转载了那封信，“每日新闻”发表了评

论但没有登载原信。

这家报纸说：“奥顿诺凡 罗萨先生选择了他暂时（ｆｏｒａｗｈｉｌｅ）应服从的

监狱规则作为信的主题，那是很自然的。”

对一个已在监狱中关了５年而且被处终身苦役的人，这“暂

时”未免太残酷了！

奥顿诺凡 罗萨先生所控诉的除了别的，还有这样一点：“被脖

子上套着绳子拉车”，使他的生命取决于他的难友英国苦役犯的行

动。

“每日新闻”嚷嚷说：“难道使一个人的生命处于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的

情况下就是不公平吗？在火车或轮船上，人的生命难道不也是由别人的行动

来决定吗？”

虔诚的诡辩家在找到这样的巧妙论据之后，又责备奥顿诺凡

罗萨不爱圣经而爱“爱尔兰人民”。这样把ｂｉｂｌｅ〔圣经〕和Ｐｅｏｐｌｅ

〔人民〕对比是能使他的读者大为高兴的。

“每日新闻”接着说：“显然，奥顿诺凡 罗萨先生设想，应该供给因写煽动

文章而判罪的犯人雪茄烟和每天的报纸，首先还得让他有权和他的朋友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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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通信。”

好一个道德高尚的法利赛人！这样，您最后总算承认了，奥顿

诺凡 罗萨被判终身苦役是由于写煽动文章，而不是像您第一次对

法国报刊的呼吁中阴险地暗示的那样是由于企图暗杀维多利亚女

王。

这家无耻的报纸最后说：“总而言之，奥顿诺凡 罗萨所受到的是他应受

到的待遇，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苦役犯应受到的待遇。”

在纯粹属于格莱斯顿的报纸的后面，又来了另一种色彩的玩

弄自由主义词句的报纸“每日电讯”，它一向是以极端狂妄粗鲁闻

名的。

这家报纸宣称：“如果我们理睬奥顿诺凡 罗萨的文件，那并不是为了无

可救药的芬尼亚社社员，而纯粹是为了法国的福祉。”

它说：“你们将会知道，几天以前，格莱斯顿先生刚刚在下院中正式驳斥

过这一切无耻的谎言。当然，不会有一个思想健全的法国人，不论他属于哪一

个党派或阶级，敢怀疑英国绅士的这一声明。”

万一法国有些政党或个人已经堕落到不相信像格莱斯顿先生

这样一位英国绅士的话，那末法国也还是会经不住勒维先生的善

意劝告的。此人决非英国绅士，他对你们是这样说的：

“奉劝我们的巴黎邻居们，把在英国虐待政治犯的一切传闻都当作无耻

的谎言。”

如果勒维先生允许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另外举个例子，以便说

明格莱斯顿内阁的绅士们的话值多少钱。

你们还记得，我的第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

社员理查·伯克上校，他已被英国政府的人道措施弄到发疯的地

步。“爱尔兰人报”首先发表了这个消息。接着，安德伍德先生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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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要求调查对政治犯实行的制度。

普鲁斯先生写信回答了他，这封信公布在英国各报上，其中有

这样一段话：

“关于现在在沃金监狱的理查·伯克，您寄来的‘爱尔兰人报’的那几段

话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奇怪的诽谤，普鲁斯先生不得不拒绝对此进行调查。”

普鲁斯先生的这一声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０年１月１１日。紧接着，

不久前的一期“爱尔兰人报”发表了这位大臣答复理查·伯克的

姐姐巴里夫人的一封信；巴里夫人曾请求普鲁斯先生告诉她有关

伯克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在２月２４日大臣所作的答复中还附

有１月１１日的正式证明书，监狱医生和专门看管伯克的狱吏在证

明书中都宣称伯克已经发狂。５３５这就是说，就在普鲁斯先生公开把

“爱尔兰人报”的话称做毫无根据的谎言的同一天，他的口袋中却

藏着说明这些话确实可靠的无可怀疑的官方证明书。顺便还提一

下，下院的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将就伯克上校受虐待一事向大臣

提出质问。

不久前创刊的“回声报”５３６采用了比它的同行更为鲜明的自由

主义的调子。它有它自己的指导原则。问题就在于这家报纸的价

格是１苏，而别的报纸却卖２苏、４苏或６苏。１苏的价格使它一

方面不得不发些假民主的宣言，以求不失去它的无产者订户，而

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所保留，力图从竞争者那里夺得那些体面的订

户。

“回声报”在关于奥顿诺凡 罗萨的信的连篇空话中，居然得出

了如此出色的假定：“也许被赦免的芬尼亚社社员们自己也会不相

信他们同胞的夸大之词”。似乎基卡姆先生、科斯特洛先生等并没

有发表过声明，说他们在狱中也受到罗萨信中所说的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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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但是，“回声报”在各种支吾搪塞和毫无意思的推托之后，触

及到了一个难题。

它宣称：“‘马赛曲报’的发表将造成一件全世界都知道的丑事。一个大陆

上的人的理解力也许太狭窄，以致不能正确地看到某个‘炮弹’①的暴行和格

莱斯顿的严格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那倒不如进行一次调查的好”等等。

格莱斯顿的玩弄自由主义词句的周刊“旁观者”所奉行的是这

样一种原则：除了枯燥乏味之外，一切风格都是坏的５３７。因此，它在

伦敦被称为七贤者的报纸。先是简单地叙述了奥顿诺凡 罗萨的

事，痛骂他一顿对圣经不敬，然后七贤者的报纸就作出了以下的判

决：

“芬尼亚社社员奥顿诺凡 罗萨看来只是遭受了通常苦役犯所应受的苦；

不过我们承认，这种制度最好改变一下。枪决叛乱者是非常公正的，而且还常

常是非常明智的。由于他们是最危险的一种罪犯，剥夺他们的自由，那也是公

正的。不过，侮辱他们是不公正也不明智的。”

说得真好，贤明的所罗门！

最后，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的主要机关报“旗帜报”也发了言。

你们知道，英国的寡头是由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这两个部分组成

的。在他们的家庭纠纷中站在金融寡头一边反对贵族的，被称为自

由派，甚至激进派。反之，站在贵族一边反对金融寡头的就被称为

托利党。

“旗帜报”说奥顿诺凡 罗萨的信颇像大仲马写的一篇内容不

可靠的小说。

这家报纸问道：“‘马赛曲报’为什么不加上一句，说格莱斯顿先生、坎特

伯雷的大主教和市长每天早晨都参加对奥顿诺凡 罗萨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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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院，一位议员曾经说托利党是一个《ｓｔｕｐｉｄｐａｒｔｙ》（愚蠢的政

党）。的确，“旗帜报”完全够得上称为愚蠢的政党的主要机关报！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要预先告诉法国人，别把报上的叫嚣和

英国无产阶级的呼声混淆起来；这一呼声在英国的报刊上没有得

到反应，这对爱尔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幸的。

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英国工人阶级已有２０万以上的

男女老幼在海德公园发出响亮的抗议，要求释放他们的爱尔兰弟

兄，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它的一些委员是英国工人阶级

公认的领导人）也尖锐地斥责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反对英

国政府并捍卫爱尔兰人民的权利。５３８

又：由于“马赛曲报”发表了奥顿诺凡 罗萨的信件，格莱斯顿

就担心舆论会强迫他对于对政治犯实行的制度作一次议会的公开

调查。为了再一次逃避调查（我们知道，他那败坏的良心已经多少

次反对过这样做），这位外交家刚刚对罗萨所说的事实发表了正式

的、但是匿名的否认。５３９

法国人想必明白，这一否认只是狱吏以及警官诺克斯、波洛克

等等所提供的证词的翻版。这些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反正罗萨不能

回答他们。对罗萨的监视将比过去更为严密，但是我要回答他们，

我要在下一封信中举出那些不取决于狱吏们的善良意愿的确定不

移的事实。

燕妮·马克思和卡·马克思合写于

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９日“马赛曲报”

第８９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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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８日于伦敦

正如我在前一封信中所提到的，下院的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

昨天就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他援

引了就理查·伯克以及关在蒙特乔伊监狱（在都柏林）中的其他四

个犯人提出的质问，并质问政府是否认为把人逼疯之后还继续把

他们关在狱中并不有碍于政府的声誉。最后，穆尔先生要求进行

“全面的、自由的、公开的调查”。

这样，格莱斯顿先生就陷入了窘境。１８６８年，他曾经十分轻蔑

地坚决拒绝了也是这位穆尔先生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从那时

起，他对每隔一定时期就重新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总是同样加

以拒绝。

现在为什么要让步呢？承认害怕拉芒什海峡彼岸的喧嚣吗？哪

有的事！至于对“我们的”监狱行政人员提出的控诉，“我们”已要他

们对此作出解释。他们一致答复我们：这一切全是捏造。如此这般

以后，我们的大臣的良心自然也就安宁了。但从穆尔先生的解释中

可以看得很清楚——下面是逐字转述——“这里还不能说有完全

的安宁”。

要使“政府的良心感到安宁”（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ｄｓｏｆ

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那它必须信任自己的部下；“因此”（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调查一下狱吏们的声明是否可靠，那将是明智而公正的。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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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记；

  既厌恶自己，也难讨别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①。

最后，他对要求作了让步，但并不是无条件地这样做的。

穆尔先生要求“全面的、自由的、公开的调查”。格莱斯顿先生

的回答是他对调查的“方式”负责，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不会是“议

会的调查”，而只会是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换句话说，在这个格莱斯

顿先生作为主要被告的轰动一时的案件中，侦讯人员要由格莱斯

顿先生本人挑选和任命。

至于理查·伯克，格莱斯顿先生解释说，政府在１月９日就已

经注意到了他的疯癫。这就是说，格莱斯顿先生的可尊敬的同行、

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在１月１１日发表的信中说这一事实出于捏

造，那是在无耻地撒谎。但格莱斯顿先生接着说，伯克先生精神上

的疾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把他从苦役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地步。不

应忘记，此人曾参与了克勒肯威尔监狱爆炸案５４１。是怎么参加的

呢？当别人突然想到要炸掉克勒肯威尔监狱把理查·伯克救出来

的时候，他被关在这个监狱中。因此，他就参与了人们怀疑是由英

国警方策划的这次不明智的阴谋，参与了一旦获得成功就会把他

自己埋葬在监狱的瓦砾堆中的阴谋。格莱斯顿先生在结束时说，其

实我们已经释放了在我们英国苦役监狱中的两名发疯的芬尼亚社

社员。穆尔先生打断他道，但是我说的是都柏林蒙特乔伊监狱中的

四个精神失常的人。格莱斯顿先生答道，那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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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我们的监狱中已经少了两个疯子！

格莱斯顿先生为什么总是那么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蒙特乔伊

监狱呢？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一次，提供事实的不是犯人的来信，

而是按议会指示于１８６８年出版的蓝皮书５４２。

在芬尼亚社社员进行武装袭击５４３以后，英国政府就在爱尔兰

全境实施了戒严法。于是，一切有关人身自由的保证都被废弃了。

因此，凡是“有芬尼亚社嫌疑的”，都可以投入监狱，并由当局随心

所欲地不经侦察和审询把他们一直关在狱中。都柏林的蒙特乔伊

苦役监狱就是关满了“嫌疑犯”的监狱中的一个，狱监是约瑟夫·

默里，医生是麦克唐奈先生。从按议会命令于１８６８年出版的蓝皮

书中我们读到什么呢？

在几个月中，麦克唐奈先生曾屡次写信抗议虐待嫌疑犯，这些

信他最初是寄给狱监默里的。由于狱监不作答复，麦克唐奈先生就

向典狱长打了三四次报告。在有一封信中，他指出：

（以下我逐字地引述）“有几个人已经毫无疑义地有疯癫的迹象。”他还补

充说：“我毫不怀疑，他们是由于狱中制度而疯癫的。如果这些未经法庭判决

而只因嫌疑就被关进监狱的犯人中有人自杀，即使不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

也会成为一件极端严重的事件。”

麦克唐奈先生寄给典狱长的所有这些信件都被约瑟夫·默里

所截获。最后，麦克唐奈先生就直接写信给爱尔兰总督大臣美奥勋

爵。其中有这样一段：

“关于在长时期中加之于嫌疑犯的那种严酷的制度，关于那种比对待苦

役犯的制度更为严酷的单人监禁制度，阁下，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为清

楚。”

按议会的命令公布的这些揭露材料的结果又如何呢？麦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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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医生被撤职！！！默里保留原职。

这一切都是在托利党内阁执政的时候发生的。格莱斯顿先生

在靠他那些要英国政府为芬尼亚运动负责的慷慨激昂的宣言，终

于推翻了得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生之后，他不仅批准残暴的默里

官居原职，而且为了证明他特别感到满意，除狱监的职位以外，还

给了默里另一个肥缺——《Ｒｅｇｉｓｔａｒｏｆ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惯犯

登记官”〕！

我在上一封信里曾经谈到，伦敦各报刊登的对罗萨信件的匿

名回答直接出自内阁。

现在已经肯定，原来这信出于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之手。这就

是他的“大臣的良心”的一个例证！

普鲁斯先生说：“关于罗萨申诉他被迫在其他苦役犯用过的水中洗澡一

事，诺克斯和波洛克两委员宣称，在他们仔细调查之后，对这种胡说可以置之

不理。”

幸亏警官诺克斯和波洛克的报告是按议会的命令发表的
５４４
。

他们在这报告的第２３页上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按狱中的制度，

若干苦役犯是依次在一个浴盆中洗澡的，“狱吏如果让奥顿诺凡

罗萨第一个洗，就会侮辱其他的人”。不过，“对这种胡说可以置之

不理”。

因此，根据警官诺克斯和波洛克的报告，奥顿诺凡 罗萨说他

被迫在一些苦役犯用过的脏水中洗澡，这并非什么胡说——像普

鲁斯先生所肯定的那样。相反，这些先生们只是认为奥顿诺凡 罗

萨对这种恶劣的事情提出申诉是胡说。

格莱斯顿先生在下院的一次会议上宣称准备对虐待被囚禁的

芬尼亚社社员一事进行调查，就在同一次会议上，他也给爱尔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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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种新的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高压法案〕，即关于取消宪法自由及

宣布非常状态的法案。

根据理论上的假定，宪法自由是常规，而暂时取消宪法自由是

例外；但根据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的实践，非常状态法是常规，宪

法倒是例外。格莱斯顿以土地暴乱为借口，在爱尔兰重新宣布戒严

状态。他的真正动机是企图扼杀独立的都柏林报纸。今后任何一

种爱尔兰报纸的生死都得取决于格莱斯顿先生的裁夺。而且，这一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是不久前格莱斯顿先生制订的ＬａｎｄＢｉｌｌ（土地法案）

的必然补充，后一种法律以帮助农民为借口巩固了爱尔兰的大地

主统治。５４５只须指出内阁成员、爱尔兰大地主达费林勋爵曾经参与

此事，这一法律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一年以前，这位桑格拉都

医生刚出版过一部洋洋巨著５４６，用来证明爱尔兰居民的血还放得

不够，应该再把他们减少三分之一，这样爱尔兰才能完成它的光荣

使命——给地主老爷们创造尽可能多的地租并给英国市场提供尽

可能多的肉类和羊毛。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１日“马赛曲报”

第９１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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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３月２２日于伦敦

伦敦有一家在人民中销路极广的周报——“雷诺新闻”。它对

爱尔兰问题是这样写的：

“现在，别的国家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伪善的人。我们大言不惭地替自己

吹嘘，夸大地宣扬我们的各种制度的优越，这样，当我们的谎言被一一揭穿的

时候，别国人嘲笑我们并问怎么会是这样，那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情况并不是

英国人民造成的，他们自己也受到迷惑和欺骗；一切罪责都在于统治阶级和

出卖灵魂的寄生的报刊。”５４７

星期四晚上提出的、对付爱尔兰的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是一种卑鄙

龌龊、令人憎恨的措施。这一法案扑灭了爱尔兰民族自由的一点最

后的余烬，封闭了这个不幸的国家的报刊的口，使它们不能抗议那

种使我们的时代蒙受耻辱的政策。政府仇视所有那些不对它的可

鄙的ＬａｎｄＢｉｌｌ表示高兴的报纸，并且实行报复。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

Ａｃｔ〔人身保护法〕将事实上停止生效，因为今后如果有人不能把

自己的行为解释得使当局满意，他就可能被处六个月监禁甚至终

身监禁。

爱尔兰已被操纵在一帮受过良好训练的奸细的手里，这些人

为了好听被叫做“侦探”。

俄罗斯的尼古拉对不幸的波兰人颁布的命令，从来没有比格

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的法案更为残酷的。这一措施足以使格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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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顿先生博得有名的达荷美国王的青睐
５４８
。但是，格莱斯顿竟厚颜

无耻到敢于在议会和全国人面前为他的政府特意对爱尔兰实施的

宽大政策吹嘘。格莱斯顿在他那星期四的发言的结尾部分，甚至以

一种假仁假义的声泪俱下的沉痛语调表示惋惜，这种做作使他足

能和圣斯蒂金斯先生相媲美。不过，他硬挤出来的泪水是白费了

——爱尔兰人民并不会因此而受编。

我们要重复地说，这项法律是一项可耻的措施，比起卡斯尔里

来决不逊色，这一措施将使所有自由的民族诅咒那些策划它、批准

它和支持它的人。最后，这一措施将使格莱斯顿内阁遭到应有的耻

辱，并且使它很快垮台（这是我们所真诚希望的）。而蛊惑者大臣布

莱特先生怎么能一连两昼夜保持缄默呢？

我们毫不怀疑地说，格莱斯顿已表明自己是在卑鄙的卡斯尔

里之后压迫爱尔兰的最凶恶的敌人和最残酷的统治者。

好像内阁的可耻行为尚未达到极限似的，在星期四晚上，即提

出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那个晚上，在下院中有人宣布，伯克和其他几个被

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已在英国苦役监狱中因不堪折磨而发疯了，

但是，即使在这种可怕的事实面前，格莱斯顿和他的帮凶普鲁斯还

出来大声地肯定说，对待政治犯已经关怀备至。当穆尔先生在下院

宣布这一不祥的事实时，他的每一句话都被粗暴的哄笑声所打断。

如果这样可恶和令人气愤的场面出现在美国国会，我们这里不知

道会发出多么激昂的愤怒的呼声呢！

直至目前为止，“雷诺新闻”、“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派尔

麦尔”、“电讯报”以及诸如此类的报纸还在疯狂地为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

欢呼，特别是为那些用来消灭爱尔兰报刊的措施欢呼。而这样的事

居然发生于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英国！不过，归根到底，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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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初露头角的作家是不能要求过高的。应该承认，这些比妮萝布

们看到在一星期的六天内辛辛苦苦地编造出来的谎言和诬蔑每到

星期六都被“爱尔兰人报”所粉碎，决不是愉快的；因此，他们对刚

把他们的死敌加上镣铐的警察报以狂热的掌声，那是非常自然的。

这些好汉们至少还不乏自知之明。

普鲁斯和麦卡锡·唐宁关于理查·伯克上校曾经进行了一番

值得注意的通信５４９。在请您读这些信件之前，我得顺便提一下，唐

宁先生是下院的爱尔兰议员。这位醉心功名的律师加入大臣的行

列是抱着谋取高官厚禄的高尚目的的。因此，我们这位证人并不是

什么可疑的人物。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２日

阁下：

如果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正确的话，原先被囚禁在查塔姆监狱的芬尼亚社

社员之一理查·伯克已在他疯癫的状况下被移到沃金。１８６９年３月，我曾经

不揣冒昧地请您注意他明显的病状，同年７月，前任瓦特福德议员布莱克先

生和我曾奉达我们的意见，即加之于他的制度如不改变，将有引起极严重后

果的危险。但我并未获得对该信的答复。我之所以向您上书，是出于人道的考

虑，希望伯克能获得释放，以便他的家人能安心地照顾他，减轻他的痛苦。我

手头就有该犯人于１２月３日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他写道，经常有人要毒死

他；我以为，这就是他患病的一个表现。诚恳地希望，您固有的善心将使您满

足这一请求。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麦卡锡·唐宁

内务部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５日

阁下：

理查·伯克被移离查塔姆是由于他产生错觉，以为监狱中的医务人员要

毒害他或虐待他。同时，他虽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疾病，但健康状况却日益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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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因此我命令将他移至沃金并指派广泽精神病院的迈尔斯医生替他检

查；迈尔斯医生认为他的疯癫将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消失。他的健康状况

已经很快有了好转，一般的观察者已看不出他有痴呆的现象。我非常愿意能

告诉您，说他有不久就获得释放的希望，但我做不到这一点。伯克的罪行及试

图释放他所引起的后果是极严重的，我不能令人作这样的期望。但愿科学和

良好的待遇能恢复他智力和体力的健康。

亨·奥·普鲁斯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８日

阁下：

我曾经请求您将伯克交给他的兄弟去照管，您２月２５日给我的回信已

收悉，我曾希望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和您在下院交换一下意见，但是星期四和

星期五您都很忙，根本无法和您见面。我收到了伯克的朋友们的来信。他们焦

急地等待我请求的结果。我还没有通知他们说我的请求没有成功。在使他们

失望以前，我认为可以就这一问题再一次向您上书。我想，像我这样一个不避

对个人的危害而一直谴责芬尼亚运动的人，可以对政府提出无私的友好的忠

告。

我毫不怀疑地说，释放发了疯的政治犯不会招致舆论的批评，更不会遭

到谴责。爱尔兰人会说：“看，政府完全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残酷。”另一方面，

如果伯克留在狱中，就会给民族的报刊提供攻击政府的新材料；人们会把政

府说得比那不勒斯的统治者在其最槽的时代更为残酷。我承认，无法设想信

仰温和的人如何去为这样的拒绝行为辩护……

麦卡锡·唐宁

阁下：

很遗憾，我不能请求释放伯克。

的确，他已经有疯癫的征候，而如果是寻常的案件，我认为我“可以”向英

王请求赦免。但他的案情非同寻常，因为他不仅是怙恶不悛的密谋者，而且还

参加了克勒肯威尔的爆炸案（这次爆炸如果成功，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

使他已成为“不宜于赦免的人”（ ）。

亨·奥·普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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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无耻之尤！普鲁斯知道得很清楚，在克勒肯威尔案件的审

讯过程中，伯克上校哪怕只有一点点嫌疑，也会和巴雷特一起被绞

死，巴雷特被叛处死刑，定罪是根据一个已经妄指过三个人为本案

罪犯的伪证人的证词，而特地从格拉斯哥赶来作证的八位公民的

证词却没有受到注意，他们曾经证明，当爆炸发生时巴雷特是在格

拉斯哥。当问题在于绞死人、特别是绞死芬尼亚社社员的时候，英

国人是绝不感到难为情的（普鲁斯先生可以用事实来证明这一

点）。

但是所有这许多暴行并不能摧毁爱尔兰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们刚刚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都柏林举行了纪念圣帕特里克的民

族节日。许多房屋上装饰着旗帜，上面写着引人注目的大字：“爱尔

兰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自由！”“政治犯万岁！”，空中则到处飘

荡着民族歌曲和马赛曲。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９日“马赛曲报”

第９９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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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爱尔兰的土地暴乱

１８７０年４月２日于伦敦

在爱尔兰，大地主对农民及其家庭的掠夺和歼灭称为财产权，

而绝望的农民为反抗残酷的迫害者而举行的起义则叫做土地暴

乱。这些土地暴乱（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ｏｕｔｒａｇｅｓ）虽然为数不多，但经过形形

色色按命令行事的英国报刊的无限的夸张和渲染，如你们所知道

的那样，已成为在爱尔兰恢复白色恐怖制度的一种借口。另一方

面，这种恐怖制度使得土地所有者能够不受惩罚地加强压迫。

如上所述，ＬａｎｄＢｉｌｌ〔土地法案〕是以帮助农民之名，行巩固大

地主统治之实。然而，格莱斯顿为了迷惑人心和安慰一下自己的良

心，不得不在必须履行某些法律手续的条件下才批准重新延长农

业中现存的专制秩序。只须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只要

大地主能将无法偿付的荒诞的地租强加于随时都可以使之退佃的

佃农（ｔｅｎａｎｔｓａｔｗｉｌｌ）身上，或者在根据契约出租土地时强使农民

签订自愿被奴役的条约，那末在将来，大地主的专横仍会像过去一

样具有法律的效力！

大地主们多么兴高采烈！都柏林的“自由人报”刊载了“革命以

来的爱尔兰大地主”一书作者帕·拉弗耳教士的书信，他这样写

道：

“我看到了成堆的信件，这是一位大地主、威武的上尉、住在英格兰的‘在

２９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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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主’写给他的佃户的；在这些信中，他通知他的佃户，以后他们的地租将

提高２５％。这不管是强迫迁移的警告！而这却是出于一个除了年复一年地消

耗掉土地所生产的果实以外、别无贡献的人之手！”５５０

另一方面，“爱尔兰人报”公布了格莱斯顿内阁成员之一、达费

林勋爵授意拟订的新租约５５１，ＬａｎｄＢｉｌｌ就是在他的唆使下搞出来

的，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高压法案〕也是他在上院提出的。封建主的厚颜

无耻，老练的高利贷者的贪婪盘算，恶讼师的卑鄙阴险，将这三者

加起来，才能对这位高贵的达费林所发明的新租约有一个近似的

概念！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正是为了实施ＬａｎｄＢｉｌｌ的制度，恐怖制

度才应运而生。举个例说，我们假定，在爱尔兰的某一个郡中，农民

或者拒绝提高地租２５％，或者不愿在达费林租约上签字。于是这

个郡的大地主们就会（事实上已经时常在这样做了）设法从他们的

奴仆或某个警探手中接到几封匿名的恐吓信。这当然就会构成“土

地暴乱”了。大地主们就把这一事实报告总督斯宾塞勋爵。斯宾塞

勋爵就宣布在这一地区实施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Ａｃｔ〔高压法〕，于是还是这

些大地主，就以当局的正式代表的资格来对他们的农民执行这一

法律！而那些偶一不慎提出抗议的新闻工作者，不仅将因叛乱罪名

而受迫害，而且他们印刷所的动产也会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没

收！

这样，为什么你们当局的首脑①要祝贺格莱斯顿在爱尔兰进

行的改革，为什么格莱斯顿要答礼祝贺你们当局在立宪上的让步，

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了。你们读者中的莎士比亚专家会这样说：“罗

３９６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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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为奥利维耶尔！”
５５２
而另一些不熟悉莎士比亚、但是曾经熟读“总

汇通报”的人却会想起你们当局的首脑给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的

信件，在那封信里有这样的话：“我们决不像小偷那样做！”

现在我再重新来谈谈政治犯的问题，而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

“马赛曲报”发表的罗萨的第一封信已经在英国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结果就进行了调查。

在合众国，所有报纸都发表了以下的报道：

“‘马赛曲报’说，奥顿诺凡 罗萨每天都被剥得精光进行搜查，他挨着饿，

被关在单人黑牢中，还被套在马车上拉车子；他的难友们被冻死了。”

“爱尔兰人报”的纽约通讯员这样报道：

“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使美国人民看到了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

的苦难。我们对‘马赛曲报’深为感激，希望它将得到热心的报答”。５５３

德国的报纸也转载了罗萨的信。

今后英国政府已不能在各方面都缄默的情况下干卑鄙的勾当

了。格莱斯顿先生想封住爱尔兰报刊的口，那是枉费心机，他绝对

做不到这一点。一个新闻工作者在爱尔兰被投入监狱，千百个新闻

工作者会在法国、德国、美国出现。

面对着十九世纪所特具的国际主义精神，格莱斯顿先生那种

狭隘而落后的政策能有什么作为呢？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２日“马赛曲报”

第１１３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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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约翰·林奇的死

编辑公民：

兹寄上从一位爱尔兰政治犯的书信中抄下的一段话，这封信

是他在澳大利亚流放地写给“爱尔兰人报”的（现在他已获自由）。

我所译的只是有关约翰·林奇的一节。

约翰·凯西的信

“我现在简略地公正地谈谈我们——我的流放难友（共２４人）和我——

被监禁于这所充满恐怖的监牢，这名叫波特兰监狱的活人坟墓期间所受到的

待遇。

首先，我认为应该对我的朋友约翰·林奇表示尊敬而公正的悼念。他于

１８６５年１２月经特别法庭判决，１８６６年４月死于沃金监狱。

不论陪审员对他的死亡作如何解释，我可以肯定地说（并能提出证据），

他的死亡是由于狱吏的残酷所促成的。

在寒冷的冬天，２４小时中有２３小时他被关在冰冷的单人牢房中；穿不

暖；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木柴当枕头，两条共有大约十磅重的破被就是唯

一用来抵御严寒的东西；由于狱吏的不可名状的刻毒，我们甚至被迫把自己

的衣服挂在单人牢房的门上面不能用来遮盖一下冻僵的身体；吃的是有害健

康的东西，而且只有一点点；我们被关在长约２０英尺宽６英尺的关流氓恶棍

的囚笼中，每昼夜只有一次三刻钟放风时间；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被这种折

磨和痛苦毁掉。像林奇这样柔弱的身体立刻就垮掉，更不足为奇了。

林奇到监狱时曾请求让他留下他的御寒内衣。他的这一请求遭到了粗暴

的拒绝。他当时就说：‘如果你们拒绝我的要求，我活不上三个月就会死的。’

５９６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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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当时真没有料到一语成谶；我没有想到爱尔兰会这样快地丧失一个最

忠诚、最热情、最高贵的儿子：我自己会丧失一位久经考验的朋友。

３月初，我就注意到我的朋友身患重病；有一次，乘狱吏离开一会的时

候，我问他身体怎样。他回答我说，他快死了，他好几次告诉过医生，但是医生

对他的申诉根本不加注意。他咳嗽得很厉害，虽然我被关在一间离他极远的

单人牢房中，还是白天黑夜都听到空洞洞的走廊中传来他咳嗽的回声。甚至

一个狱吏也这样告诉过我：‘７号牢房中的犯人快完了，一个月以前就该把他

送进医院。我在那里很多次看到比他要健康一百倍的普通犯人。’

４月里，我有一次从单人牢房中望出去，看到一个面色惨白、两眼无神、

双颊深陷的像幽灵一样的人，他在吃力地慢慢向前挪动，一面抓住铁栅以免

跌倒。这就是林奇。我起先没有认出来是他，后来他看我一眼，对我笑笑并指

指地下，似乎是要说：‘我快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林奇。”

罗萨关于林奇的报道也完全一样，这证明凯西的证词是确实

的。不要忘了，罗萨的信发自英国监狱，凯西的信则写于澳大利亚

的罪犯流放地；因此，他们两人是绝对不可能有联系的。可是不久

以前，政府仍然肯定说罗萨的话是谎言。普鲁斯、波洛克和诺克斯

甚至说：“林奇自己还没有提出要求，就已经发给他御寒的内衣

了”。

另一方面，正像普鲁斯先生坚决否认那样，凯西先生却同样地

坚决证明，林奇曾经申诉过：“甚至在他已经不能走动而不得不单

独留在牢房内的可怕时刻，他的请求还是遭到拒绝。”

不过，正如洛里埃先生在他那出色的发言中所说的：

“让我们丢开人的证词，让不说谎的证人、不会说话的证人来作证

吧。”５５４

事实是这样：林奇在进入彭顿维耳监狱时年纪轻轻，充满生命

力和希望，可是三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就成了一具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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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格莱斯顿先生、普鲁斯先生和他的那一伙警探能证明林

奇并没有死，否则，他们发誓赌咒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７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７日“马赛曲报”

第１１８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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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英 国 来 信

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９日于伦敦

“不让神甫参加政治！”这是目前在爱尔兰到处都可以听到的

呼声。

一个伟大的政党，它从新教教会ｄ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同国家分

离〕以来，竭尽全力在反抗天主教教会的专制，现在正在一天比一

天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并且刚刚击溃了教会。

在郎弗德的选举中，教会的候选人格雷维耳 纽金特先生胜过

了人民的候选人约翰·马丁；但是民族主义者对他的当选提出异

议，因为它是靠非法的手段取得的，结果，民族主义者战胜了对手。

菲兹吉拉德法官取消了纽金特的当选资格，宣称纽金特的代理人

即神甫们有罪，因为他们对选民行贿，使这个国家不是充满神圣的

精神，而是充满犯罪的精神。据报道，仅仅在１２月１日至１月１日这一

个月中，可敬的神甫们花在烧酒上的钱就有３５００英镑之多！

“旗帜报”却就郎弗德的选举发表了相当奇特的见解：

《Ｓｔｕｐｉｄｐａｒｔｙ》〔“愚蠢的政党”〕的机关报说：“民族主义者蔑视神甫们的

恫吓，这值得赞扬…… 他们所获得的伟大胜利，将促使他们提出新的候选

人，以对抗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同盟军、教皇至上主义者。”

“泰晤士报”这样写道：

“教会势力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从来自永恒的城市的教皇训谕起直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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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神甫的阴谋，都被用来对付芬尼亚运动和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这种狂热

并不同时具备理智，其结果将导致第二个郎弗德战役。”５５５

“泰晤士报”说得对。郎弗德战役将会重演，接着而来的将是瓦

特福德、马洛和梯培雷里的战役，因为这三个郡的民族主义者也提

出请愿，要求取消官方代表的当选资格。在梯培雷里，最初当选的

是奥顿诺凡 罗萨，但是由于议会宣称他在法律上没有能力代表梯

培雷里，民族主义者只好推选刚从英国苦役监狱获得释放的芬尼

亚爱国志士基卡姆来代替他。现在，投基卡姆票的选民们坚持他们

的候选人已通过应有的手续当选，虽然候选人赫伦比他多得四票。

大家应该知道，投赫伦票的四人中有一个是不幸的精神病患

者，他是被可敬的神甫拖到票箱前来的；你们知道，神甫们对智力

缺乏的人有所偏爱，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选民是一具死尸！

的的确确是死尸。可敬而温和的政党竟然玷污了一位选举前两星

期已经过世的人的名字，强使他也投票赞成格莱斯顿的候选人。此

外，爱国的选民们还宣称他俩有十一张选票由于基卡姆的名字的

第一个字母写得不清楚而被作废，他们的电报被销毁，当局到处行

贿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恐吓手段。

在梯培雷里所施加的压力甚至在爱尔兰的历史上也是闻所未

闻的。法警和警探们，这些强迫迁居执行令的化身，包围佃农的小

屋，恐吓他们的老婆和孩子。用来举行选举的小棚子，被警察、士

兵、官吏、地主和神甫团团包圆。

他们用石头痛击那些替基卡姆张贴竞选招贴的人。此外，在选

举棚中，高利贷者还坐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可怜的债务人

投票。但是政府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什么好处。１６６８个小佃农在投

票不保密的情况下，一无所惧，公开地投了基卡姆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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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豪迈的举动使人想起波兰人的英勇斗争。

在郎弗德、马洛、瓦特福德和梯培雷里等地的激战以后，看谁

还敢再说爱尔兰人是宗教迷信的可怜的奴隶吧！

燕妮·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４日“马赛曲报”

第１２５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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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蜂房报”

的发言记录５５６

摘自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６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与“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

他说，这家报纸常常隐瞒我们的决议，歪曲我们的报道；它们

的发表被拖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得不伪造日期；甚至报道中

提到就有关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的话也被删

去了。

其次，“蜂房报”的调子违反协会的章程和纲领。该报宣扬与资

本家协调，而协会是向资本家的统治权宣战的。

此外，我们在外国的支部对下述的事实表示不满，即我们既然

把我们的报道送给“蜂房报”，这也就是在道义上支持这家报纸，从

而使人有理由认为我们赞同该报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即使完全没

有喉舌，也要比利用“蜂房报”更好些。

当在爱尔兰对停止实施宪法保障的法案５５７进行讨论时，该报

没有说过一句反对政府的话。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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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工党

委员会的信５５８

（转 述）

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７日于伦敦

信中涉及到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关于代表

大会延期的问题。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坚决拒绝李卜克内西关于把

代表大会延期到１０月召开的建议，虽然总委员会本身也十分希望

这样延期，因为给代表大会的材料还未准备好。不过法国人本来就

因为代表大会将在美因兹召开而感到气愤，他们想哪怕是在佛尔

维耶召开也好，巴黎人更是希望代表大会能在巴黎举行。不应当为

不满情绪制造借口。马克思耽心，如果同意李卜克内西关于延期召

开代表大会的建议，那末代表大会将是一个少数人——以巴枯宁

为首的法国人和罗曼语区的瑞士人——的代表大会。他说：“民族

的无谓角逐已经十分根深蒂固，因此，任何理智的论据都不能在一

天之内根除它。”

载于１８７２年在莱比锡出版的

“莱比锡叛国审判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１８７２年版本译的，

并根据１８７４年和１８９４年版

本校对过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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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

分裂的发言记录５５９

摘自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８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认为：总委员会能够做的只有一点，即保留日内瓦

的委员会的原有名称，因为由现有的全体成员组成的日内瓦委员

会从它建立之日起就支持协会。日内瓦委员会在各个方面都履行

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它在瑞士的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比另一方为少，

但它代表着人数更多的协会会员。必需同时把关于准许同盟入会

的表决通知它们。让新的委员会替自己挑选一个有地区特征的随

便什么名称好了。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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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注  释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注  释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会议；大

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

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代表，

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

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决议，并选出了临

时委员会。卡·马克思被选入这个委员会，接着又被选入在１０月５日临

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命的协会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

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草拟了一个文件，它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由欧文的信徒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鲁·沃尔弗译成

英文的、由马志尼制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详见本卷第５８８、５９７—

５９８页）。马克思在１０月１８日的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并对它

提出批评；文件被退回起草委员会作最后的修订。起草委员会于１０月

２０日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而于１０月２７日赞同了马克思写成的

两份全新的文献：“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１８６４年

１１月１日，宣言和章程经已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一致

批准。这个以国际总委员会的名称载入史册的机关，在１８６６年年底以前

多半称为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５日“蜂房报”第１６０号上，随后

又于同月和章程一起印成小册子“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 爱克街圣

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８，１８６４，ａｔａＰｕｂｌｉｃＭｃｅｔｉｎｇｈｅｌｄ

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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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Ｈａｌｌ，ＬｏｎｇＡｃ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和３０

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号和第３号上发表了原作者的德译文。

１８６６年，宣言译成法文。宣言的最早的俄译文于１８７１年在日内瓦问世。

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

女儿燕妮抄写的。

刊载在本卷的宣言以１８６４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的文字为依据。英

文原文与原作者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附有脚注。

“蜂房报”（《ＴｈｅＢｅｅＨｉｖ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是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

报）；从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

（《ＴｈｅＢｅｅ Ｈｉｖｅ》）、“蜂房报”（《ＴｈｅＢｅｅ Ｈｉｖ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辨士蜂房”（《ＴｈｅＰｅｎｎｙＢｅｅ Ｈｉｖｅ》）；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

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该报被

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

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窜改或删

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１８６９年起该报实际上已蜕变为资

产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７０年４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房

报”断绝了一切关系，并在报上发表了有关的声明（见本卷第４８０、７０１

页）。——第５页。

 马克思引自报上报道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在下院的

讲话。——第５页。

 “勒杀犯”（ｇａｒｒｏｔｅｒｓ）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六

十年代初这种行劫在伦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题

目。——第５页。

 蓝皮书（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ｓ）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

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

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这里提到的蓝皮书是指“流放苦役法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

１８６３年 伦 敦 版 第１卷（《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ｑｕｉ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８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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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 》 Ｖｏｌ Ｉ ，Ｌｏｎｄｏｎ ，

１８６３）。——第６页。

 指“枢密院卫生视察员１８６３年度第六号报告书”１８６４年伦敦版（《Ｓｉｘ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８６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４）。——第６页。

 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格莱斯顿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所说的话，由于德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于七十年代掀起反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而为

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

等）差不多全都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７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

斯顿的这句话，而在汉萨德的半官方出版物议会辩论专辑中却省略了这

句话，因为汉萨德版本的文字是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这就给

了布伦坦诺一个借口，他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马克思在１８７２年

５月２３日和７月２８日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

作了回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卷）。

马克思死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于１８８３年１１月重又提出

同样的指责。爱琳娜·马克思于１８８４年２月和３月在致“今日”（《Ｔｏ

Ｄａｙ》）杂志的两封信中，以及后来恩格斯于１８９０年６月在“资本论”德

文版第四版的序言中、于１８９１年在小册子“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反对〕马

克思”中都彻底地揭穿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胡说。——第７页。

 《ＳｉｘｔｈＲｅｐｒｏｔ…》，Ｐ２５—２７——第８页。

 “童工调查委员会（１８６２）。委员会第一号报告书”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２４

页（《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８６２） ＦｉｒｓｔＲｅ

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ｐ ２４）。—— 第８

页。

 指休·西·特里门希尔“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

报告”１８６２年伦敦版（《Ｒｅｐｏｒ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

ｃｉｐ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ｅｄ ｏｆ ｂ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

Ｂａｋ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８页。

９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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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工人阶级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斗争是从十

八世纪末开始的，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

了这一斗争。

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

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１１页。

 指首相帕麦斯顿于１８６３年６月２３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

尔兰租佃者权利问 ８题时的讲话。以马瓜伊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

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

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取得对于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

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叫做“共产主义的教条”、

“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第１３页。

 指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工人于１８６１年底到１８６２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

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

“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特别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

截获和逮捕坐上“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

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

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叫嚣战争，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

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没有能够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

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第１４

页。

 “协会临时章程”是由马克思在起草“成立宣言”（见注１）的同时写的。

在草拟“章程”时，马克思彻底改写了在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日临时委员会

会议上被提出的那份文件的引言部分，把章程的条目由４０条缩减为１０

条，改变了根本的组织原则，只把个别形式性质的条款保留下来（如组

织名称、关于１８６５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对于从一地转至

另一地的组织成员给以帮助、等等）。

马克思所写的“临时章程”在１０月２７日得到起草委员会的赞同，并

在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日由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它和“成立宣言”一起于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０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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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中以及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蜂房报”第１６１号上以英文发表。在１８６４年底把“临时章程”翻译成

法文时，巴黎支部的蒲鲁东主义领导作了许多歪曲，这些歪曲后来被同

马克思敌对的分子利用来反对总委员会（见本卷第４４１—４４２、４７５—４７６

页）。经过改正的新的法译文是由沙·龙格在马克思的指导下译出的，它

和“成立宣言”一起发表于１８６６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

协会宣言。附临时章程”（《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ｓｕｉｖｉｄｕ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ｓｏｉｒｅ》）。德译

文第一次发表在１８６６年４月和５月“先驱”第４期和第５期上。日内瓦

代表大会在９月５日的会议上批准了“章程”（“共同章程”），并给它补

充了一个“条例”，“条例”在１８６６年９月８日的会议上得到批准，后来

被称为“组织条例”。

“先驱”（《ＤｅｒＶｏｒｂｏｔｅ》）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

关刊物，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

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

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１５页。

 带有宣言性质的这一段和前面一段，是马克思在起草委员会其他委员的

坚持下加入章程的引言部分的，马克思在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４日写给恩格斯

的信里曾谈到这件事。——第１６页。

 原定于１８６５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１８６６年９月３—８日在日内瓦举行。关于代表大会延期召开的决定是总

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坚决要求下通过的。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组

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不够巩固，因此建议先在伦敦召开一个预备会

议（见本卷第５８１—５８３页）。——第１６页。

 “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草案”是马克思在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２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由总委员会一

致通过，成为“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见本卷第５７９—５８０页）的

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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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的原文保存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里。决议发表在１８６４年

１１月２６日“蜂房报”第１６３号上。第二个决议在报上发表时较为详

细。——第１９页。

 致美国总统阿·林肯的公开信是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和２９

日之间写成的。１１月２２日总委员会根据委员迪克和豪威耳的建议决定

致函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总统。

起草贺信的工作曾委托给本来为制定协会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

委员会（见注１）。这个委员会在纲领性文件批准之后成为总委员会的常

设执行机关，记录簿里称它为常务委员会（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或小委

员会（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它由下列人员组成：总委员会主席（直到１８６７

年洛桑代表大会废除这个职位为止）、总书记、财务委员和各国通讯书

记。马克思通过常务委员会领导了总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他作为德国通

讯书记，是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９日

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

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８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该信于１月

３１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刊登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６日的“泰晤士

报”上。正如马克思在１８６５年２月写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的那

样，林肯在给他收到的各种团体的贺信的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

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

致林肯的公开信首先发表在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的英国报纸“每日

新闻”上，随后又发表在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２５日“雷诺新闻”第７５０号和１８６５

年１月７日“蜂房报”第１６９号，以及一些德国报纸上——１８６４年１２月

３０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号附刊、１８６５年１月５日“柏林改革报”

第４号和１８６５年１月７日“海尔曼”周报第３１４号上。

俄译文是按寄给林肯的有总委员会全体委员亲笔签名的贺信手稿

译的，并根据“蜂房报”校对过。——第２０页。

 这里指的是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英国在北美的１３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拉

得尔菲亚召开的大会上所通过的“独立宣言”，宣言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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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文献中表述了这样一

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如个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

主权的原则，等等。当时，当封建专制制度还统治着欧洲的时候，这些

原则的宣布给欧洲革命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影响很大。但是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从一开始就破坏了

宣言中宣布的民主权利，他们把人民群众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并把剥

夺了占共和国居民很大部分的黑人的基本人权的奴隶制度保存了下

来。——第２０页。

 造成棉业危机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了南部的各个

蓄奴州，使得来自美洲的棉花供应中断。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

夜，并同它交织在一起。欧洲大部分棉纺织工业陷于瘫痪，这严重地影

响到工人的状况。１８６２年间，英国３ ５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７５％以上

的棉纺织业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工人的贫困由

于六十年代初期欧洲歉收而益形加重，欧洲的许多城市发生了真正的饥

荒。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

北部各州。——第２１页。

 “观察家报”编辑部只发表了马克思这封同文件一起寄来的信和它对于

马克思信中所附的声明的“评论”。

“观察家报”（《Ｄｅｒ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是一家德国日报，从１８３３年起用

该名称在斯图加特出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

关报，它的副标题是“施瓦本人民小报” （《Ｅｉｎ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ｅｎ》）。——第２３页。

 马克思致“观察家报”编辑的信是同揭露波拿巴的暗探卡·福格特有关

的争论的继续。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是匿名传单“警告”的

作者，传单的目的是反对福格特，１８５９年６月“人民报”和“总汇报”

转载了这个传单。但是布林德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因而他否认传单

是他写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林特先生”中揭露了布林德

的的胆怯态度。

发表在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７日“观察家报”第２６８号上的那篇寄自布莱

得弗德的匿名通讯的作者也是卡·布林德，这篇通讯迫使马克思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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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斥他是好说谎的人，并且揭穿了布林德吹嘘自己在美国的影响的谎

言。应拉萨尔的朋友索菲亚·哈茨费尔特的请求，马克思在信中还反击

了布林德对拉萨尔的攻击。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５日马克思在写信告诉恩格

斯关于他准备反对布林德时写道：“因为拉萨尔已经死了，他本人不可能

有更大的危害，所以必须——当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即以不损害自己

的声誉为限——保护他来反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无赖汉。”马克思在１８６４

年１２月２２日给哈茨费尔特的信中说：“我按你的意愿作了这个声明，而

且是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最后定下来，因为我并不同意拉萨尔的政治策

略。”

马克思预料到“观察家报”编辑部可能不刊登这封信，他把信的原

文寄给哈茨费尔特，要她在其他德国报纸上发表；哈茨费尔特曾把它登

在“北极星”报上。

“北极星”（《Ｎｏｒｄｓｔｅｒｎ》）是德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６０—１８６６年在汉

堡出版；从１８６３年起带有拉萨尔主义的倾向。——第２４页。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２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５—６９１页）。——第２４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４９７页。——第２５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创刊；

１８１０年至１８８２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２５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４９９—５００页。——第２５

页。

 “新德意志报”（《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民主派的日报；１８４８—１８５０

年出版，１８４９年４月１日以前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从４月１日起在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在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前该报的责任编辑是奥·吕

宁，从１０月１日起该报的编辑有奥·吕宁、格·君特和约·魏德

迈。——第２５页。

 “西邮报”（《ＤｉｅＷｅｓｔｌｉｃｈｅＰｏｓｔ》）是一家德文报纸，从１８５８年起在圣

路易斯（美国）出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流亡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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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派的机关报。——第２６页。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９日“新法兰克福报”第２７０号。

“新法兰克福报”（《Ｎｅｕ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民主派的报

纸。从１８５９年至１８６６年用该名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２６

页。

 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８日“海尔曼”第２４０７号。

“海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

曼。伦敦德文周报”（《Ｈｅｒｍａｎ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ａｕｓＬｏｎｄｏｎ》）

的简称，从１８５９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以凯拉赛人的领袖阿尔

米纽斯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十七世纪末洛恩施坦的长篇小说“英勇的人

民英雄阿尔米纽斯，或海尔曼”问世以后，阿尔米纽斯也不正确地被称

为海尔曼。——第２６页。

 暗指伊索寓言“年老的狮子”中的驴子。——第２７页。

 “论蒲鲁东”一文是由于蒲鲁东之死，马克思于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４日应“社

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施韦泽的请求而写的。该报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１日、

３日和５日的第１６—１８号上刊登了这篇文章。马克思的部分手稿的草

稿还保存着。

“社会民主党人报”（《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

合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８７１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

１８６４年至１８６７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６４年１１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该报的办报纲

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

德国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威·李卜克

内西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

这家报纸除了刊登马克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论蒲鲁东”一

文之外，还刊登过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恩格斯翻译

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见本卷第５—１４、３７—３９页）。关于马

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关系的历史，见马克思关

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该文写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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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见本卷第９５—９８页）。

“论蒲鲁东”一文曾转载于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

一版和第二版，这两版经过恩格斯校订，于１８８５年和１８９２年出版。１８８６

年，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哲学的贫

困”上。该文的法译文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翻译的，并经过保·拉法格校

阅；１８９６年“哲学的贫困”法文版上所发表的译文就是以恩格斯的译文

为基础。——第２８页。

 指蒲鲁东的著作“论通用文法”（《Ｅｓｓａｉｄｅｇｒａｍｍａｉｒ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

载于贝尔纪埃“语言的基本原理”１８３７年伯桑松版 （Ｂｅｒｇｉｅｒ 《Ｌｅｓ

éｌé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ｍｉｔｉｆｓｄｅｓｌａｎｇｕｅｓ》 Ｂｅｓａｎ  ｏｎ，１８３７）。——第

２８页。

 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

巴黎版 （Ｐ 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ｕ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ｕ 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第２８页。

 托·罗·马尔萨斯“论人口律和人口对未来社会改良的影响。评葛德文

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观点”１７９８年伦敦版 （Ｔ Ｒ Ｍａｌ

ｔｈｕｓ 《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ｔ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ｅｌｙ，ｗｉｔｈ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

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ｒＧｏｄｗｉｎ，Ｍ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ｗｒｉｔ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８）。——第２９页。

 指瓦尔维耳的雅·比·布里索的著作“哲学研究。论所有权并论自然界

和社会中的盗窃”（《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Ｓｕｒｌｅｄｒｏｉｔｄｅ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ｅｔｓｕｒｌｅｖｏｌ，ｃｏｎｓｉｄéｒéｓｄａｎｓ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ｄａｎｓ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它载于“立法者、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哲学丛书” 年

柏林版、巴黎版、里昂版第 卷（《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ｑｕ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ｄｕ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ｅｕｒ，ｄｕ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ｕｊｕｒｉ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ｅ》 Ｔ ，Ｂ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ｉｓ，Ｌｙｏｎ， ）。——第 页。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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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卷 （Ｐ 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éｃｏｎｏ

ｍｉ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 Ｔ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３１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３１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５４页。马克思同时用法文和

德文引证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和下面一段话。在经恩格斯校阅

的、于１８８５年和１８９２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学的贫困”中删除了法文的

引证。——第３２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５７—１５９页。——第３３页。

 指埃蒂耶纳·卡贝——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在十九世纪

三十至四十年代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卡贝在他出版的“人

民报” （《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和“１８４１年人民报” （《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ｄｅ

１８４１》）上除了宣传自己的空想的计划外，还批评了七月王朝的制度并促

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卡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传单中尖锐地批

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他的这些活动却在法

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事业中起过显著的作用。——第３４页。

 沙·杜诺瓦耶“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

的简述”１８４５年巴黎版第１—３卷（ＣｈＤｕｎｏｙｅｒ《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ｏｕＳｉｍｐｌｅｅｘｐｏｓéｄｅ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ａｎｓｌｅｓｑｕｅｌｌｅｓｌ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ｓ’ｅｘｅｒｃｅｎｔａｖｅｃｌｅｐｌｕｓｄｅ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 Ｔ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５）。——第３４页。

 指蒲鲁东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３１日法国国民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演说的全

文刊登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９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７７０—７８２页

（《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ｄｅｓｓéａｎｃｅｓｄｅ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Ｖｏｌ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９，ｐ７７０—７８２）。蒲鲁东在这次演说中提出了

一系列带有小资产阶级空想理论气味的建议（如废除贷款利息等等），同

时说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２６日在巴黎对无产阶级起义参加者的镇压是暴

力和专横的表现。对这篇演说的详细评价见“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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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５５—３５９页）。——

第３４页。

 指梯也尔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６日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

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演说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９年巴黎版

第２卷第６６６—６７１页。——第３４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０—７６页。——第３４页。

 “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 Ｆｒ 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第３５页。

 指比·约·蒲鲁东的著作“税收理论，窝州政会议为１８６０年征文比赛提

出的问题”（《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ｉｍｐｏｔ，ｑｕｅｅｓｔｉｏｎｍｉｓｅａｕｃｏｎｃｏｕｒｓｐａｒｌｅｃｏｎ

ｓｅｉｌｄ’ＥｔａｔｄｕｃａｎｔｏｎｄｅＶａｕｄｅｎ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

版。——第３５页。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１８５２年巴黎版

（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ｄéｍｏｎｔｒéｅｐａｒｌｅｃｏｕｐｄ’ ｔａｔ

ｄｕ２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２）。——第３５页。

 比·约·蒲鲁东“１８１５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

书”１８６３年巴黎版（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ａｉｔéｓｄｅ１８１５ｏｎｔｃｅｓｓé

ｄ’ｅｘｉｓｔｅｒ？Ａｃｔｅｓｄｕｆｕｔｕｒｃｏｎｇｒè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３）。在这一著作中蒲鲁

东反对修改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

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为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政策辩护。——

第３５页。

 “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

ｌｏｉｘｃｉｖｉｌｅｓ，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 Ｔｏｍｅｓ — ，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６７）。该书匿名出版。——第３６页。

 恩格斯把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翻译成德文并于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７

日寄给拉萨尔派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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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这篇译文在１８８３年转载于德国的社会主义工党的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而在１８９３年转载于亨克尔的“自由书”（Ｋ Ｈｅｎｃｋ

ｅｌｌ《Ｂｕｃｈ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３）。这首民歌的俄译文是

由格·申格利从德文翻译的。——第３７页。

 这篇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是马克思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６日

写成并送给恩格斯签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声明作为对施韦泽

（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采取向俾斯麦政府献媚的政策并宣传对拉萨

尔的迷信）的最后警告。写这个声明的直接原因是２月１日该报刊登了

巴黎记者莫·赫斯的一篇诬蔑国际的法国会员的短文。最初马克思和恩

格斯想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份更强烈的抗议书，但是他们认为同

该报决裂应当不是由于赫斯的短文，而是由于该报的整个政治路线，于

是他们写了这篇声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使该报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自己的调子。

１８６５年２月该报第２１号上刊登了莫·赫斯的一篇短文，他在短文中放

弃了自己的诽谤性说法。这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坚持发表这篇声

明；同时，正如从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３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看到的，他

们决定暂时不再给该报写稿。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３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

声明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彻底决裂（见本卷第８８页）。

寄给施韦泽的这个声明原文没有被保存下去，声明是按１８６５年２

月６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附的草稿译的。——第４０页。

 暗指拿破仑第三的堂弟约瑟夫·波拿巴（绰号是普隆 普隆），他的官邸

设在巴黎的罗亚尔宫。约瑟夫·波拿巴领导了一个波拿巴主义者集团，

他们企图通过广泛的社会蛊惑宣传，并通过伪装成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

反对派来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第４０页。

 “联合”（《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是法国的一家杂志，是受资产阶级共和派

影响的合作社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１８６４年至１８６６年在巴黎和布鲁

塞尔出版；编辑部固定地设于巴黎。——第４０页。

 暗指拿破仑第三，他住的地方是土伊勒里宫。——第４０页。

 弗·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是为了论证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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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已经形成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德国工人阶级的策略而写的。在这本著

作中分析了改组普鲁士军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六十年代初发生的

普鲁士政府和议会中自由资产阶级多数之间的所谓宪制冲突的原因。

１８６０年２月普鲁士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

提出的改组军队的提案。但是政府很快就做到了使资产阶级批准“维

持军队的战斗准备状态”的拨款，这意味着实际上开始实行预计的改

组。１８６２年３月当议院的自由主义多数拒绝批准军事开支并要求成立

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指定进行新的选举。１８６２年

９月底成立了俾斯麦的反革命内阁，这个内阁在同年１０月再次解散议

会，并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为此所需的费用不经议会批准。冲突直到

１８６６年当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投降俾斯麦的时候才

解决。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关于普

鲁士军事改革的文章。但是该报向俾斯麦政府的献媚使他不得不放弃自

己的打算，同马克思商量之后，他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印成小册子发表。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这本小册子于１８６５年２月底在

汉堡出版，它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反应。许多工人报纸和民主派报纸都

刊登了该书出版的广告。威·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某些工人联合会中组

织了对这本小册子的讨论。小册子的某些片断曾经在不同时期发表在社

会民主派的报刊上：１８６６年３月２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７１号、１８９０

年１１月３０日“社会民主党人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ｓ

ｃｈｒｉｆｔ》）第１０—１１期、１８９１年３月１日“柏林人民论坛”（《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

ｓＴｒｉｂüｎｅ》）第１期。——第４１页。

 １８５０年普鲁士军队的动员是由于在德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普奥关系尖

锐化而引起的。动员所暴露出来的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军队的

恶劣装备，以及在德国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的坚决反对，迫使普鲁

士放弃了军事行动并向奥地利屈服（奥里缪茨协定）。１８５９年的动员是

由于法国、皮蒙特同奥地利的战争引起的。这次动员也暴露出普鲁士军

事制度的严重缺点。——第４６页。

 指１８３０年法国的七月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以后在德国各地区——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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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不伦瑞克、黑森、巴伐利亚、汉诺威——发生的起义。——第４６页。

 根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的法律建立的普鲁士陆军包括常备军（基干团）及其

在战时动员时用来补充军队的预备队，还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

早在１８１３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

包括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军人，他们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只

是在特别需要时才应征服役。在战争时期，第一类后备军往往被编入作

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是守备部队的增援部队，在和平时期则被遣散回

家。——第４６页。

 丹麦战争是１８６４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普鲁

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属

丹麦的但居民主要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并入普

鲁士，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参加

了这场战争，它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战争

以丹麦的失败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

管，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４７页。

 征兵制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补充军队的制度，义务兵役制规定一定

年龄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同之点是它有各

种免役的办法，主要是允许赎买和代役。

抽签制是通过抽签办法实行的义务兵役制。十九世纪时在西欧某些

国家应服兵役的人的总数超过需要，于是通过抽签决定当年应服兵役的

人中谁该服现役。其余的或者编入民团，或者——在个别国家中——召

集起来进行短期集训。——第４９页。

 “军事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专谈军事问题的德

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２６年至１９０２年在达

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在这家报纸上曾发表过弗·恩格斯的没有署名

的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１８６０）和署有姓名第一个字母

《ＦＥ》的文章：“英国的志愿兵检阅”（１８６２）、“英国的反德兵力”（１８６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５卷第１４０—１４７、５５１—５５７、

６０１—６０６页）。——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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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ｓ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Ｂｕｒｅａｕｓ》）是每月出版的普鲁士官方统计杂志；从１８６０年

至１９０５年在柏林出版。——第５０页。

 补充兵是普鲁士军队中对后备应征人员的称呼，他们由于身体稍有缺陷

或特殊的家庭情况而允许延期服役；在战争时期他们被编为预备部队来

补充军队。——第５１页。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奥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它以正规的基干军队为

主，实行长期限的兵役，以及采取与曹鲁士军事制度不同的征兵制。普

鲁士军事制度是根据１８１４年的法律建立在没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

上。——第５６页。

 指１８３０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并延续了４０年之久的殖民地

掠夺战争，以及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争和１８５９年的意大利战

争。——第５７页。

 在拿破仑法国于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同四国（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同盟

作战时，霍亨洛埃指挥的普鲁士基干军于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在耶拿被

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击溃。耶拿近郊的失败，以及同一天在奥埃尔施太特

近郊遭到的惨败，迫使普鲁士投降。１８０７年７月７日签订的苛刻的有损

普鲁士尊严的提尔西特和约结束了军事行动。根据和约的条件，普鲁士

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而且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属国的地位。

卡茨巴赫是西里西亚的一条河。欧洲国家第六次联合起来同拿破

仑法国作战时，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在布吕歇尔的指挥下于１８１３年８

月２６日在这里击溃了法国部队。１８１４年３月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拿

破仑帝国复灭，战争遂告结束。——第５７页。

 瑞士的后备军包括在瑞士军队——定期集合受训的非正规军——中服

役期满的预备役军人。瑞士后备军的兵役期限是１２年。瑞士的后备军和

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在战争时用来加强军队，在遇到战争危险时他们

被征集入伍。

关于普鲁士的后备军——见注５８。——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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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弗·帕·纳皮尔“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１４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

史”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２７１页（Ｗ Ｆ Ｐ Ｎａｐｉ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Ｗａｒ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０７ｔｏ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１４》 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

ｐ２７１）。——第５８页。

 杜佩尔（丹麦人称为：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鲁士和

奥地利对丹麦作战期间，于１８６４年４月１８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

“内部的杜佩尔”（《ＤüｐｐｅｌｉｍＩｎｎｅｒｎ》）一词是俾斯麦的机关报

“北德总汇报”（《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在１８６４年９

月３０日的一篇政治评论中用来表示“内部敌人”的用语，后来被广泛引

用。——第５８页。

 １８４９年，当德国西南部发生起义保卫人民群众看做是唯一尚未被破坏

的革命成果的帝国宪法时，巴登部队转到起义人民一边，并形成巴登革

命军的核心。在巴登部队中骑兵团队最不可靠。因此，１８４９年６月２１日

起义部队在瓦格霍伊泽尔城下同普鲁士人作战时，由于巴登龙骑兵的几

个骑兵连的指挥官员克尔特中校的叛变而溃散。——第６０页。

 指的是普鲁士亲王威廉（从１８６１年即位为国王）在１８５８年１０月开始摄

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１８５８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

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

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

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

生的１８６２年宪制冲突和１８６２年９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

元”。——第６１页。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８年１０月这段时期，当时在普鲁士掌权的

是极端反动的曼托伊费尔内阁，由于经济上的成就而心满意足同时又因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惊慌不安的资产阶级，站到了贵族和残酷地镇压

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参加者的反动派方面。在这段时期，普鲁士的革命

的民主成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遭到破坏；宪法一再修

改，变成了一张废纸；在全国恢复了贵族的等级特权，政权完全掌握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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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贵族和贵族的手中。——第６２页。

 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议会）在普鲁士于１８２３年成立，主要是由贵族的

代表组成；其中城市和村社的代表非常少。会议由国王召集，会议的职权

限于研究地方经济和省的管理问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曾被排挤

到次要地位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反动统治

时期，又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第６２页。

 这个观点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表述出来的（见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１日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第６３页。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 德里奇宣传用工人

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种“贮钱箱”

鼓动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 德里奇鼓吹资本

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第

６３页。

 指１８６１年６月组织的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这个党的最著名的

活动家是：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 德里奇、福尔肯贝克、霍韦尔贝克

等。进步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

集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人民

革命，进步党没有支持基本的民主要求：普选权，出版、结社、集会自由。

１８６６年右翼脱离进步党，成立了一个屈服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

党。——第６４页。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称呼。该报从１８４８年６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

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新普鲁士报”在报头上印有

十字图样。——第７０页。

 指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美国内战时期南部各蓄奴州的拥护者。——第７１页。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在普鲁士实行的一种官僚主义的工业规章制度。

曾经为许多工业部门规定了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度，不得到这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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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纪式的营业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

展。——第７２页。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ｐｉｔｚｅ）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

四世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０日的演说中使用的一个词；他在演说中宣布，“为

了拯救德意志”他愿意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ａｎｄｉｅＳｐｉｔｚｅ）”。在争取

德意志统一时期，这一词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

的意图。

三位一体是德意志联邦的改组计划之一，计划规定除奥地利和普

鲁士以外组织一个中部各邦的联邦。这个计划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特别受到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拥护，其目的是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

领导权，代表了那些企图保持自己独立的德意志中部各邦的割据倾

向。——第７４页。

 恩格斯在援引全德工人联合会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时，按照马克思的建议

（见马克思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１日的信），把自己的小册子中的这个地方表述

得不致被解释成同意拉萨尔派的口号。——第７７页。

 指的是工人为了经济斗争而进行联合的权利，首先是建立工会组织的权

利和罢工的权利。

１８６５年１月，由于工人起来反对当时通行的工商业条例而在普鲁

士议会上提出了关于联合权的问题。资产阶级议员利用工人运动的高

涨，力求首先废除条例中束缚资本家的那些条目。进步党人舒尔采 德里

奇和孚赫曾把关于废除条例第一八一条的建议提交众议院讨论，这一条

规定企业家不得为了迫使工人让步而停止生产。为了达到蛊惑性的目

的，进步党人也要求废除第一八二条关于惩治工人煽动罢工的规定。而

工人首先要求废除第一八三条关于必须经警察当局许可才得组织工人

团体的规定，以及第一八四条关于禁止罢工的规定。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４日普鲁士议会只废除了工商业条例的第一八一条

和第一八二条，而工人关于联合自由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第

７９页。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是一首歌颂英雄事迹的长诗，是八世纪古日耳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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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保留下来的一些片断。——第８４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关于停止为该报撰稿的

声明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８日写的，他把声明寄给恩格斯，恩格斯

完全赞同，并在声明上签字，然后又寄给马克思；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３日马克

思把它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在写这篇声明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确认已经不可能纠正该报的

政治路线。能够证明这一点的，除了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５日施韦泽致马克思

的信（详见本卷第９５—９８页）以外，还有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

阁”，在这组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８日马克思就这件事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认为施韦泽

是不可救药的（他可能和俾斯麦取得了秘密的协议）。”由于这些文章的

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能够使自己同该报的决裂具有公开的、尖锐

的政治的性质，并使这件事容易为群众所了解。

马克思把声明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时采取措施迫使施韦泽不

得不把它登出来。他委托李卜克内西，一旦施韦泽拒绝发表这个声明，就

把它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此外，马克思把声明的两份副本寄给卡·

济贝耳，请他在收到信以后两天就把声明刊登在“莱茵报”或“杜塞尔多

夫日报”上。

由于李卜克内西和济贝耳的帮助，声明曾经发表在许多德国报纸

上，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日济贝耳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出，声明最初发表于：

“巴门日报”（《Ｂａｒｍ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爱北斐特日报”、“杜塞尔多夫日报”、

“莱茵报”；１８６５年３月１日声明又发表于：“柏林改革报”第５１号、“新法

兰克福报”第６０号、“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１０２号、“公

民报”（《Ｓｔａａｔｓｂüｒｇ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６０号；后来又在许多其他德国报纸上

发表了这个声明。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广泛地发表在德国报刊上，施韦泽不得

不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它，发表的日期是１８６５年３月３日。编辑

部在“声明”之前写了几行编者按语，从中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

该报撰稿。不久，格·海尔维格、弗·吕斯托夫和约·菲·贝克尔也作了

类似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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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在先进的德国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

１８６５年３月它受到柏林印刷工人协会的赞许，李卜克内西在那里作了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决裂的报告。“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了很大

一部分订户，特别是柏林工人中的订户。——第８８页。

 指马克思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该文发表在“德意志—布

鲁塞尔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０７—２２２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侨居布

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１８４７年１月创刊，１８４８年２月停刊。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１８４７年９月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在他们的领导

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

报。

“莱茵观察家”（《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是一家保守的日报；１８４４

年起在科伦出版；德国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后停刊。——第８８页。

 恩格斯这篇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匿名简介

除了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还在略加修改后通过卡·济贝耳、卡·克

莱因和威·李卜克内西的介绍刊登在以下德国报纸上：１８６５年３月３

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６２号、１８６５年３月３日“莱茵报”第６２号、１８６５

年３月３日“爱北斐特日报”第６２号、１８６５年３月７日“上莱茵信使报”

第５６号、１８６５年３月９日“鄂斯纳布克报”（《Ｏｓｎａｂｒ ｃｋｅｒüｅｉｔｕｎｇ》）

第２５０号、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１日“新汉诺威通报”（《Ｎｅｕｅｒ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ｓｃｈｅ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第７０号，以及其他报纸。——第８９页。

 这个文件是马克思由于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４日和６日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讨论在法国的国际组织问题而写的。１８６４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

部就开始在巴黎进行活动，这个支部的创始人是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

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具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工人托伦和利穆津。支部有

固定的会址，１８６５年１月出版了临时章程的法文译本（参看本卷第

４４１—４４２、４７５—４７６页）。同时，曾经参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会议的准备

工作的法国律师昂利·勒弗尔，却以国际的奠基人之一和法国工人的代

表自居。勒弗尔同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书记勒·吕贝以及在伦敦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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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代表人物保持友好的联系。

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４日总委员会第一次被迫着手研究巴黎支部的事情，

原因是在１月１３日的柏林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出现了莫·赫斯的

文章，文章指责托伦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见本卷第４０页）。马克

思委托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维·席利进行有关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这种诽谤性的指责来自几个靠近“联合”杂志的人，勒弗尔是该杂志编辑

部的成员。马克思试图把一部分受资产阶级合作社派的影响的法国工人

吸引到国际的队伍中来，并且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由于

马克思的坚决要求，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７日采纳了勒弗尔的建议，

委派他作为国际在法国的“报刊辩护人”。这个委派引起巴黎支部成员的

不满；２月２４日有３２个国际会员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表示完全信任

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津，并且要求领导职务只能委派工人担任。２月２８

日托伦和弗里布尔带着这个决议到了伦敦。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经过第

一次讨论后，当天晚上就把关于巴黎支部的问题转交常务委员会研究。

我们没有得到１８６５年３月４日和６日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

记录。这份决议草案保存在马克思１８６４年到１８６５年的笔记簿里。在英

文的正文前面用德文写着：“我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以下决议案。”——第

９０页。

 马克思指望通过吸收１８４８年革命的老战士、工人政论家比埃尔·万萨

德参加巴黎支部（分部）理事会，来使法国的国际会员接受四十年代法国

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但是，万萨德借口生病和工作繁

忙，没有接受这一委任。——第９０页。

 １８６５年３月７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几项决议。决议原文

保存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中以及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３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

信件所附的手稿中，手稿中还有席利的个人指示。——第９１页。

 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７日、１４日和２１日的会议上研究了托伦由于被

人指责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而提出的辞职声明。——第９１页。

 由于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结果，在第二项决议的措词中“对勒弗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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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大的让步”，马克思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３日给海·荣克的信中对此表

示遗憾。——第９１页。

 法国代表团在１８６６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也提出了这个蒲鲁东主义

的要求，但是它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并且被代表大会所否决。——第９１

页。

 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贝律兹１８６３年在巴黎创立的“劳动信贷”

（《Ｃｒéｄｉｔａｕｔｒａｖａｉｌ》）银行，其目的是贷款给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

并动员工人的储蓄来开展合作运动。这个银行存在到１８６８年。——第

９２页。

 马克思写的“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

党’”没有署名刊登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８日“海尔曼”报上。——第９３页。

 “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是马克思于１８６５年３

月１５日写的，写这篇声明的原因是施韦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６５年２

月２３日发表关于停止为该报撰稿的声明以后掀起了一场反对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运动。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８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１号上，施韦

泽利用卡·布林德发表在“新法兰克福报”上的文章来歪曲马克思和恩

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并且捏造他们不再给该报撰稿的原因。

马克思把这个声明同时发送给几家德国报纸。除了刊登在“柏林改

革报”上以外，还刊登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２０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７９号、

１８６５年３月２０日“公民报”第７９号、１８６５年３月２５日“海尔曼”报

上。——第９５页。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６５年２月２日他给李卜克内西的信，这封信我们没有

得到；马克思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３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这封信的内

容。——第９７页。

 这里指的是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３日马克思给施韦泽的信，这封信我们没有得

到，但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援引了这封

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施韦泽的政治策略，同时向他说明

联合的作用，说明工会是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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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是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施韦泽追随拉萨尔否认罢工

和工会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作用，他提出拉萨尔派关于普选

权和生产联合的要求，把它当作唯一的方法，并认为这是通过和平的、改

良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同时，像拉萨尔一样，施韦泽授意工人要

信赖普鲁士政府及其大臣俾斯麦的帮助。——第９８页。

 “柏林改革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Ｒｅｆｏｒｍ》）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

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８年在柏林出版。１８６５年在这家报纸上刊登过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几篇声明和文章——第９９页。

 卡·马克思的“人类的主席”一文的目的是反对发表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２６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９号上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伯

恩 哈特·贝克尔１８６５年３月２２日在联合会的汉堡分会会议上的讲

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诽谤国际工人协会，并且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和李

卜克内西。还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６５年３月

２７日柏林分会会议上也揭露了贝克尔，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主席

问题。

由于联合会的许多会员对贝克尔的领导愈来愈不满意，柏林的组

织通过了关于开除他的决议，并呼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体会员支持

它的决议。在联合会的许多其他分会中也召开过类似的会议。１８６５年

６月，贝克尔不得不暂时把主席的权力让与副主席弗里茨舍，而在同年

１１月完全放弃这一职权。

从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５日李卜克内西给马克思的信中看出，马克思的

这篇文章除了刊登在“柏林改革报”上，还刊登在“莱茵报”上。——第

１００页。

 Ａｓａｆｏｔｉｄａ（阿魏胶）是一种味道强烈的植物。——第１００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５—６９１页。——第

１００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５８５页。——第１００页。

 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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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的手稿。——第１０１页。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９卷第４４—４８页），该文发表在美国报纸“纽约刑法报”上。

“纽约刑法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周报“美文学

杂志和纽约刑法报”（《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ｕ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Ｃｒｉｍｉ

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简称，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创办

的。从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８日至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０日用该名称出版。——第

１０１页。

 马克思指的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位，拉萨尔在遗嘱中把这个职

位交给了伯恩哈特·贝克尔。——第１０２页。

 指马克思在１８６４年９月１２日、１０月１６日、１１月２８日和１２月２２日给

哈茨费尔特的信。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的信已残缺不全。——第１０２页。

 指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０日左右李卜克内西给马克思的信。——第１０３页。

 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 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

和劳动”１８６４年柏林版（Ｆ 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Ｈｅｒ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Ｓｃｈｕｌｚｅｖｏｎ

Ｄｅｌｉｔｚｓｃｈ，ｄｅｒ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Ｊｕｌｉａｎ，ｏｄｅｒ：Ｋ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Ａｒｂｅｉｔ》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６４）。——第１０３页。

 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３卷第３—１７７页）。——第１０３页。

 马克思指１８５９年６月１０日他由于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意大利战争

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ＤｅｒｉｔａｌｉｅｎｉｓｃｈｅＫｒｉｅｇｕｎｄｄｉｅ

ＡｕｆｇａｂｅＰｒｅｕβｅｎｓＥｉｎｅＳｔｉｍｍｅａｕｓ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的出版

写给拉萨尔的信；在这本小册子中拉萨尔坚持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

国的思想。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关于抨击性的小册子：它绝

对不能代表我的观点和我在英国的党内朋友的观点。也许我们会在刊

物上谈谈我们关于它的意见。”——第１０４页。

 指拉萨尔在１８５９年６月中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见斐·拉萨尔“遗著。

书信和著作”１９２２年斯图加特—柏林版第３卷第２２１页（Ｆ Ｌａｓ

１３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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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ｌｌｅ《ＮａｃｈｇｅｌａｓｓｅｎｅＢｒｉｅｆｅｕｎ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ｄ ，Ｓｔｕｔｔ

ｇａｒ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２２，Ｓ２２１）。——第１０４页。

 指法国的、波兰的和德国的流亡者１８５５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国际协会。这个协会存在到１８５９年，它同某些比利时民主主义者，

同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保有联系；从１８５７年３月至１８５８

年３月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国际协会通报”（《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第１０４页。

 暗指伯·贝克尔自己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２２日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分会上

的讲话中所说的一件事。贝克尔抱怨说，他作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

秘书还得执行家庭仆役的职务，为她去买面包和黄油。——第１０４页。

 这篇短文所谈到的纪念大会是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１日于伦敦圣马丁堂举

行的。在准备和举行纪念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两周年的这次大会方

面，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曾在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１日的专门决定中

号召全体会员和同情者支持这一措施。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

敦的自由党日报“每日新闻”，只叙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比耳斯、利弗

尔逊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和总委员会委员

彼·福克斯和格·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１８６５年３月４日“蜂

房报”第１７７号刊登了关于大会情况的完整报道。马克思写这篇短文时

曾利用过这篇报道，他的这篇短文是写给转载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

的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

保存下来的这篇短文的手稿，马克思把它附在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３日

给海·荣克的信里，荣克作为瑞士通讯书记，应当把它附函寄给报纸。

短文刊登在１８６５年４月２２日“白鹰报”第４８号上，稍有改动，署名是

海·荣克。——第１０６页。

 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４日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南部种植场主和纽约银

行家的走狗、演员蒲斯刺杀；原来的副总统安得鲁·约翰逊就任美国总

统。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５年５月２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就这两桩

事件给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马克思在５月９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

读了他写的“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通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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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总统。公开信最初载于１８６５年５月２０日“蜂房报”

第１８８号，遂后又载于１８６５年５月２１日“雷诺新闻”第７７１号和１８６５

年６月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１０８页。

 南部首领之一斯提苏斯在１８６１年３月１９日所作的为奴隶制辩护的演

说中这样称呼奴隶占有制度。——第１０８页。

 指威廉·西华德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在罗彻斯特的群众集会上所作

的声明，他曾谈到“不可制止的冲突”，按他的话说，这冲突必将使美国

或者变成“奴隶占有制的国家”，或者变成“自由劳动的国家”。１８６５年４

月１４日林肯被刺时，西华德和他的儿子都受了重伤。——第１０９页。

 １８６１年４月１５日林肯政府为对付叛乱的南部各州同盟挑起的军事行

动，宣布召募７５０００名志愿军，计划在三个月里消除冲突；实际上美国

内战直到１８６５年才结束。——第１０９页。

 指１３３７—１４５３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和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全欧三十年战

争，三十年战争的战场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所说的二十三年战争是

指从１７９２年到１８１５年欧洲同盟历次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

的战争。——第１０９页。

 这部著作是卡·马克思于１８６５年６月２０日和２７日在总委员会会议

上用英语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由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５月２日

和２３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在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

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结论。保存下来的报

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受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

润”（《Ｖａｌｕｅ，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为题于１８９８年首次在伦敦发表，并

附有爱·艾威林写的序。手稿中引言和前６节没有标题，由艾威林加上

了标题。在收入本卷时，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下来

了。——第１１１页。

 指国民公会于１７９３年５月４日、９月１１日和２９日以及１７９４年３月２０

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

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价格。——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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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１年９月，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届年会，

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

威·纽马奇（马克思把他的姓写错了）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

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

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报告；１８６１年９

月于曼彻斯特”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２３０页（《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ｔｙ

ｆｉｒｓ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

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ｅｌｄａｔ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１》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ｐ２３０）。——第１２２页。

 马克思指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

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史和货币

流通状况，１７９３—１８３７年”１８３８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１７９３ｔｏ

１８３７》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８）、“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

１８３８年、１８３９年”１８４０年伦敦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１８３８ａｎｄ１８３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和

“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Ａ 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１８３９ｔｏ

１８４７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

的“１８４８—１８５６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

５—６卷（Ｔ ＴｏｏｋｅａｎｄＷ 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ｅＹｅａｒｓ

１８４８—１８５６》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第１２２页。

 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１８１７年伦敦版第７６页（ＲＯｗ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７，ｐ７６）。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１５年问世。——第１２２页。

 十九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工业狂热地发展和伴随着相对的农村人口

过剩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

农业工人的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于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在加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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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拆毁农村住宅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

自己用不着的，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关于这

事详见“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８４９—８７６页）——第

１２４页。

 艺术和手工业办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

的团体，于１７５４年在伦敦成立。文中提到的报告是１８６４年逝世的约翰

·摩尔顿的儿子约翰·查默斯·摩尔顿做的。——第１２４页。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１８４６年６月通过的。英国的所谓旨在限制

和禁止谷物输入的谷物法，是为了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

１８４６年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在贸易自由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

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第１２４页。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２６页（Ｄ Ｒｉ

ｃａｒｄｏ《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ｐ２６）。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１７年在伦敦出

版。——第１３４页。

 Ｂ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ＡＭｏｄｅｓｔ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ａ

ｐ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Ｖｏｌ ，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３６ 这一著作于１７２９

年首次出版。——第１３７页。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１卷

第９３页（Ａ Ｓｍｉ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１４，

ｐ９３）。——第１４２页。

 托·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英文

著作选，１８３９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７６页（Ｔｈ Ｈｏｂｂｅｓ《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ｏｒ，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Ｅｃｃｌｅ

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ｏｒｋｓＶｏｌ ，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９，ｐ７６）。——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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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１７９３年到１８１５年英国所进行的反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的法国的历次战争。在这几次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

酷的恐怖制度来对付劳动群众。尤其是在文中指出的那个时期，曾经镇

压了许多起人民的风潮，并且通过了一些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

第１５９页。

 卡·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抨击性小册子，题为“关于地租的本质和

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１８１５年伦敦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ｙｗｈｉｃｈｉｔ

ｉ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第１５９页。

 指１７７０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试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Ａｎ

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Ｔａｘｅｓ》）。这本匿名的书被认为是Ｊ 坎宁根的作品。——第１６０页。

 指１８３２年２—３月英国议会对１８３１年中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

的工作日限制到１０小时的法案所进行的讨论。——第１６０页。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对札格纳特的崇拜的特点是

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

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传统的札格纳特祭祀的时候，常常有教徒投

身于载着毗湿奴——札格纳特的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１６１

页。

 威 · 托 · 桑 顿“人 口 过 剩 及 其 补 救 办 法”１８４６年 伦 敦 版

（Ｗ Ｔｈ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Ｏｖｅｒｐｏｐｕ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ｍｅｄ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６）。——第１６５页。

 根据英国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有的济贫法，在每一个教区里都征收一种

特别的济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

贫会得到救济。——第１６５页。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４７９页（Ｄ Ｒｉ

ｃａｒｄｏ《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ｐ４７９）。——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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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是弗·恩格斯应马

克思的请求于１８６６年１月底至４月６日之间写成的；因为当时在总委

员会里围绕着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一项决议，即关于把波兰独立的

问题列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决议，展开了一

场斗争。为了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必须一方面批判蒲鲁东主

义者在民问题上特有的虚无主义，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团为蛊惑人心

而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的反动本质。

这组文章没有写完。文章曾载于１８６６年３月２４日、３１日和５月５

日“共和国”周报第１５９、１６０和１６５号。

“共和国”（《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是国际总委

员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６年２月至１８６７年７月在伦敦出版。１８６６年６月

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编委会，１８６６年２月至４月格·埃卡留斯任

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

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的斗争过程中

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

１７０页。

 指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巴黎的民众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有１５万人。示

威者向应于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

议大厅，要求对争取独立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由于这些要求遭到拒

绝，示威者曾企图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成立革命政府，然而他们被用武

力驱散了。——第１７０页。

 这里谈的是德国民主派报刊和工人报刊，首先是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在科伦出版的、由马克思编辑的日报“新莱茵报”。民

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坚决维护波兰的独立，

把波兰的解放和推翻俄国的反动沙皇制度联系起来，后者在当时是欧

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第１７０页。

 指１８６５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议程第九项（见本卷第５８３页）。

伦敦代表会议于１８６５年９月２５—２９日举行。总委员会委员和各

支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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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

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终于把恢复

波兰的独立这一要求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

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１７１页。

 这里谈的是１８６４年３—７月在“人民论坛报”上连续刊载的、蒲鲁东主

义者艾·德尼的一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中的意见，以及１８６５年１２

月载于“佛尔维耶回声报”上的对总委员会的责难（见本卷第５８６—５９６

页）。

“人民论坛报”（《ＬａＴｒｉｂｕｎｅｄｅＰｅｕｐｌｅ》）是比利时的民主派报纸；

是工人团体“人民协会”的机关报，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８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从１８６６年１月起为国际比利时各支部的机关报；德·巴普参加过该报

的编辑部。——第１７１页。

 指“青年欧洲”，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组织，根据马

志尼的倡议于１８３４年在瑞士成立。“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组织组

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等等，它们的宗旨是为民族统一、民族独

立和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而斗争。——第１７４页。

 恩格斯对于小民族历史命运的一些观点，以及他的下述判断是不确切

的，他认为：小民族通常缺乏独立的民族生存的能力，它们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更大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吞并。恩格斯正确地

强调指出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集中化和建立大国的趋向，却没有足够

地注意到另一趋向——小民族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进行斗争，它

们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小民族，首先是

那些从前包括在奥地利帝国内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不仅显示出有独立

的民族发展的能力，而且还成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

参加者（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８、１１卷的

说明）。——第１７７页。

 卢西人是资产阶级民族学家和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

维纳的乌克兰居民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纪。他们被用暴力同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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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主要部分分割开来；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

乌克兰人民才最终重新统一了。——第１７７页。

 １３８５年的波兰立陶宛合并，规定立陶宛大公国合并于波兰，这为波兰

与立陶宛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第１７９页。

 指１６０５年６月波兰干涉者占领菲斯科；由于人民起义，干涉者的政权

于１６０６年５月被推翻。１６１０年９月波兰人再次进入莫斯科，夺取了莫

斯科大公国的王位。全体俄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干涉者的解放斗争。１６１２

年１０月莫斯科为米宁和波札尔新基率领的人民自卫团所解放。——

第１８０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１７８５年创刊于

伦敦。——第１８１页。

 呼吁书“警告”是卡·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针对当时把德国和丹麦

的缝纫工人输入苏格兰破坏工人运动的问题而写的。恩格斯在１８６６年

５月１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有５７名德国裁缝被运到爱丁堡，估计还有

几批工人要运来。同一天，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列斯纳在会

上说，伦敦的企业主也想利用从德国运来的工人。因此伦敦的德国裁缝

成立了以列斯纳和豪费为首的委员会，决定同总委员会联合行动，以粉

碎企业主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计划。总委员会派出两名代表前往爱

丁堡，说服外来工人废除了合同并返回祖国。

列斯纳和豪费应马克思的请求于５月３日给他寄去了关于爱丁堡

事件的详细材料，以便马克思为德国报刊写短评。马克思在５月４日写

的“警告”刊登在“上莱茵信使报”、“中德人民报”（《Ｍｉｔｔｅ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周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以及

其他报纸上。

与此同时，在伦敦发出了列斯纳和豪费写的传单，阐明伦敦德国裁

缝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并向伦敦的德国工人发出捐款的号召。１８６６

年７月，委员会发出了由列斯纳和豪费署名的第二批传单，这些传单是

给在德国的缝纫工人的。——第１８４页。

 指伦敦裁缝帮工开始罢工后于１８６６年３月在伦敦成立的工会。这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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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它同总委员会一道胜利地领导了缝纫工人的罢

工斗争；１８６６年４月该工会加入了国际。裁缝代表劳伦斯参加了国际

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工作。——第１８４页。

 告缝纫工人书是根据１８６６年３月２７日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它号召

缝纫工人拒绝去英国，因为那里的裁缝正在罢工。这个呼吁书曾发表在

国际的许多机关报刊上，其中有１８６６年４月２９日的比利时报纸“人民

论坛报”第１７号，瑞士的各机关报刊：１８６６年４月“先驱”第４期和

１８６６年４月８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５号以及１８６６年４月１５日“左

岸”报第１５号。

“国际工人协会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是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每月出版的机

关报，１８６５年１２月至１８６６年９月在约·菲·贝克尔的参加下在日内

瓦出版。

“左岸”（《ＬａＲｉｖｅｇａｕｃｈｅ》）是民主派的周报，１８６４年１０月至

１８６６年８月由一批法国左派共和主义流亡者起初在巴黎后来在布鲁

塞尔出版；报纸刊载过国际的一些文件；报纸的编辑是沙·龙格。——

第１８４页。

 这组题为“德国战争短评”的文章是弗·恩格斯专为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

争事件写的。这次战争结束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多年的争雄局面，并

预定了德意志在普鲁士霸权下的统一。在这次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

的有德意志的几个邦（汉诺威、萨克森、巴代利亚等），普鲁士则和意大

利结成了同盟。军事行动于６月间和７月间在两条战线上，即在波希米

亚（捷克）境内和意大利境内展开。奥军于７月３日在萨多瓦惨败之后，

奥地利便开始议和，并于８月２３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奥地

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让给普鲁士，偿付了一笔不大

的赔款，并把威尼斯地区交给意大利王国；早在１８１５年由维也纳会议

建立的、联合着三十多个德意志邦的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

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由于这次战争，

普鲁士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和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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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争短评”载于“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它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１８２１年创刊于曼彻斯特，是

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

报。——第１８７页。

 指四边形要塞区——培斯克拉、曼都亚、维罗那和列尼亚哥，均位于北

意大利。１８４８年革命后，控制四边形要塞区的奥军按当时的军事学术

的要求改建了这群要塞。——第１８９页。

１５６见注６６。——第１９１页。

 这里指的是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所采取的战术（详见弗

·恩格斯的文章“意大利战争”、“马振塔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等

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９７—４００、４２７—４３４、４４８—

４５１页）。——第１９１页。

１５８见注５９。——第１９１页。

 见１８６６年５月２５日“泰晤士报”。——第１９３页。

 库斯托查（在北意大利）会战是于１８６６年６月２４日在维克多 艾曼努

尔统率的意大利军队同阿尔勃莱希特大公统率的奥地利军队之间发生

的一次会战，结果奥军获胜。——第１９９页。

 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波拿巴对意大利远征时期，１７９６年７月２９日和８月５

日在洛纳托会战和卡斯提奥涅会战（在北意大利）中，法国军队粉碎了

武尔姆泽尔元帅指挥的奥地利军队。

１８５９年６月２４日的索尔费里诺会战是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的

最后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国皮蒙特联军使奥军遭到了决定性

的失败。——第２００页。

 指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间１８４８年７月２３—２５日的库斯托查会战。在这

次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击败了皮蒙特军队。——第２００

页。

 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初期普鲁士军队占领汉诺威、黑森—加塞尔和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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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以及这些德意志小邦的君主逃走一事。——第２０６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德国日报，从１８０２年起即

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

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

策。——第２０７页。

 指普奥战争中１８６６年７月３日在凯尼格列茨城（现名格拉杰茨—克拉

洛维）附近离萨多瓦村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决战。萨多瓦会战以奥军

的大败而结束。在战斗中奥军曾有被包围的危险。但是普军司令官弗里

德里希 卡尔亲王错过了时机，使奥军得以渡过易北河向奥里缪茨退

却。这次会战在历史上也叫做凯尼格列茨会战。——第２１０页。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６日，拿破仑第一在利尼（比利时）战胜了布吕歇尔元帅

率领的普鲁士军队。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胜利，此后于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

紧接着就是滑铁卢的失败。拿破仑力图彻底击溃普军，以防止它同威

灵顿指挥的同盟国英荷军队会合。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７日，拿破仑命令格鲁

希元帅的军队追击普军。但是格鲁希犹豫不决，使普军得以及时地和

英荷军队会合；这样就决定了滑铁卢会战的结局。——第２１２页。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是卡·马克思为协会第一

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写的，这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６６年９月３—８日在日

内瓦举行。总委员会曾在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７日的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详

细制定和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７月３１日，马克思在总委

员会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就议程问题做了一次报告，稍后马克思用

英文写成指示，并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

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共有６０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

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

荣克。马克思所写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曾在大会上宣读。

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份“指示”，他们在一份

专门的意见书中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马克思提出的

“指示”共有９点，其中作为大会决议通过的有以下６点：关于国际联合

行动、缩短工作日、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合作劳动、工会、常备军。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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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问题，通过了约·菲·贝克尔的折衷性的决议案。日内瓦代表大会

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

总委员会受大会委托正式公布大会的材料，这些材料发表在１８６７

年２月２０日和３月１３日的英文版“国际信使”，１８６７年３月９日和１６

日的法文版“国际信使”以及其他刊物上。

“国际信使”（《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ｉｅｒ》）是周刊，１８６４年１１月至

１８６７年７月用英文和法文在伦敦出版。法文版的名称是《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在１８６７年，它是国际的机关报。

１８６８年１０月，总委员会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

大会的重要决议和刚刚举行过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受

委托编辑该书。正如他在单行本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在单行本里收进了

那些“必须看做是国际的纲领的组成部分”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一些决

议，即根据“指示”第二点、第三点、第五点和第六点所作出的决议。单

行 本 于 １８６９年 在 伦 敦 出 版，书 名 是：《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

Ｇｅｎｅｖａ１８６６，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１８６８》。—— 第

２１３页。

 马克思建议的工人阶级状况统计调查大纲为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通

过，但由于总委员会经费不足和地方组织对这件事注意不够，收集资料

并把它整理成附有有关材料的总委员会的报告予以出版的工作，实行

起来十分困难。在协会的以后几次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年的洛桑代表大

会、１８６８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１８６９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

都提到了实行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工人统计的决议的必要性，１８７１年

的伦敦代表会议把“指示”第二点的ｃ项全部写入协会的组织条

例。——第２１５页。

 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为争取通过立法手续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加

强了。全国成立了许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联盟。全国劳工同盟参

加了这一运动，它在１８６６年８月于巴尔的摩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

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

条件。——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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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谈的是英国各工联于１８６５—１８６７前年间广泛参加争取第二次

选举法改革的一般民主运动。

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１８６５年春在伦

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群众性运

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

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

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订

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

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某些住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

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都有普选权

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

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

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

改革同盟领导的、慑于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机

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

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１８６７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

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

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２２０页。

 在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工联积极支援了北部各州与奴隶主斗争；１８６４

年春工联曾起来反对反动的海斯丁斯 福哲尔罢工法案。——第２２０

页。

 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７日至２１日英国工联在设菲尔德举行代表会议；出席会

议的有代表２０万个有组织的工人的１３８位代表。主要问题是与同盟

歇业作斗争的问题，为这个问题曾专门开过几次会。代表会议号召各

工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发表于“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７日及其后四天

于设菲尔德举行的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的报道”１８６６年设菲尔德版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ｈｅｌｄｉｎ…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ｏｎＪｕｌｙ１７ｔｈ，１８６６，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ａｙｓ…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１８６６）。——第

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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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马克思于１８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的纪念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四周年的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这次会议是国际总委

员会和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共同组织的。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

次大会和大会的筹备工作。３月１２日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向总

委员会、向马克思和其他演讲人致谢，感谢它组织这次大会，感谢他们

的发言。

包括马克思的演说词在内的会议的详细报道，载于１８６７年１月

３１日和２月１０日波兰文“自由之声”报第１２９号和第１３０号，编辑部还

作了按语，说“本报一字不易地刊登了这篇以观察精湛缜密、结论合乎

逻辑而见称的演说”。

马克思演说词英文手稿的译文在１９０８年３月１５日还刊登在法国

社会主义报纸“社会主义报”第１８号上，手稿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

法格寄给编辑部的。我们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这份手稿，据“社会主义

报”编辑部说，手稿带有草稿的性质，没有注明日期；其中某些段落被马

克思亲自划掉了。核对“社会主义报”刊出的法文演说词和“自由之声”

报刊出的波兰文演说词表明，马克思在手稿上划掉的段落并非他在发

表演说时省略的，只是次序有变动。已发表的两份演说词除了某些挪

动外，几乎每个字都一样。本卷所收入的马克思的演说词是根据马克

思生前发表在“自由之声”报上的文字。

“自由之声”（《ＧｌｏｓＷｏｌｎｙ》）是波兰文报纸，１８６３年１月在伦敦创

刊，每月出３号；是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该报编辑是安·

扎比茨基。——第２２４页。

 摘自拉斐德于１８３１年１月１６日在法国众议院会议上的发言，发言发

表在１８３１年１月１７日的“总汇通报”上。——第２２４页。

 尼古拉一世的“诏书”载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北方蜜蜂”报第５９

号。——第２２５页。

 指１８４８年７月６日涅谢尔罗迭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的大使们的通告。

马克思在“俄国的照会”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个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４２—３４９页）。——第２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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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６７年１月７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２２６页。

 指“莫斯科新闻”（《Ｍ 》），它是最老的俄国报纸之一，

从１７５６年至１９１７年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带有反动倾

向。——第２２６页。

 见尼·米·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１８３５年圣彼得堡版第１１卷第１

章第２３页。——第２２６页。

 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

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２２７

页。

 暗指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７日维·雨果在法国国民议会会议上发言中的话；

该发言发表在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８日“总汇通报”上。——第２２９页。

 这份辟谣声明是马克思于１８６７年２月１８日寄给路德维希·库格曼

的。马克思请库格曼设法把它刊登在汉诺威的自由派报纸“北德报”上

或任何其他的地方报上。当时，所以特别需要刊登这个辟谣声明，还因

为再过几个星期马克思的确要动身到德国去，去的目的是把“资本论”

第一卷的手稿带给奥·迈斯纳，并和他商谈该书的出版事宜。

在接到马克思的声明之后，“北德报”于１８６７年２月２１日刊登了

如下一则简讯：“据卡尔·马克思先生从伦敦寄给我们的声明，英国报

纸所传他打算积极参与在波兰即将爆发的起义的筹划并准备为着这个

目的周游大陆各国的消息（见“北德报”第５５２２号），纯系杜撰。”

辟谣声明的俄文是按库格曼所抄的马克思的手稿副本译的。第一

次发表于１９０１年“新时代”杂志第３期（第２卷）。——第２３０页。

 这一决议草案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国际工

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问题作了发言（见本卷第

６１２—６１３页）以后提出来的。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１８６７年在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

加之下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同盟的成立大会定于

１８６７年９月９日即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在日内瓦开幕。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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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一致通过的这项决议草案是对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首先是对总

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的。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的这份文件是从１８６７

年８月１７日“蜂房报”第３０５号剪下贴上的。——第２３１页。

 这篇评论是弗·恩格斯为了粉碎官方资产阶级科学想以沉默来抵制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阴谋而写的若干篇文章中的第一篇。用恩

格斯自己在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５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的话来说，这是一篇“最

不得罪人的”文章，他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使德国任何自由资产阶级

的报纸都能够刊登它。通过路·库格曼的介绍，这篇评论发表在１８６７

年１０月３０日“未来报”第２５４号上，没有署名。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指

出，报纸编辑部是以“压缩和歪曲的形式”发表这篇评论的。

“未来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

机关报，从１８６７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１年在柏林出版。

在这家报纸上还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第２３２页。

１８５ 是指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弗·路·费里埃及其著作“论政府和

贸易的相互关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ｉｄéｒé

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５）。—— 第

２３２页。

 是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大部分篇幅是研究货

币和货币流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１７７

页）。——第２３３页。

 这篇评论是弗·恩格斯为“莱茵报”写的，但该报没有刊登，该报编辑人

之一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这时已成为自

由主义者。评论的全文以手稿的形式保留下来，１９２７年在“马克思恩格

斯文库”第２卷（《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Ｂｄ２）上第一次用原文发

表，同年在“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４期上用俄文发表。

“莱茵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该

报用这个名称从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６６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１８６７年至１８７４

年在科伦出版。——第２３６页。

 是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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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５日通过的关于把工厂法的作用范围扩大到新的工

业部门的法律。——第２３８页。

 弗·恩格斯的这篇评论通过卡·济贝耳的介绍发表在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

日“爱北斐特日报”第３０２号上，没有署名。

“爱北斐特日报”（《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

１８３４年至１９０４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自由派资产

阶级的机关报。——第２４１页。

 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以“西里西亚的十亿”

为题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２日至４月２５日发表在“新莱茵报”第２５２、２５５、

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４、２７０—２７２和２８１号上的一系列文章。１８８６年这些文章以

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内容略有改动，书前有恩格斯写的序言。见Ｗ

Ｗｏｌｆｆ《Ｄｉｅ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Ａｂｄｒｕｃｋａｕｓｄｅｒ《Ｎｅｕｅｎ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Ｍ ａｒｚ—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９Ｍｉｔ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６。——第２４１页。

 是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２４２页。

 弗·恩格斯的这篇评论通过卡·济贝耳的介绍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１６日

发表在“杜塞尔多夫日报”第３１６号上，没有署名。

“杜塞尔多夫日报”（《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

该报用这个名称从１８２６年至１９２６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十九世纪四

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该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第２４３

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见“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

第９６４—９６５页）。此处和本卷以后各处的“资本论”引文，都是根据德文

第一版。德文第四版与德文第一版有些不同。——第２４４页。

 总委员会致英国内务大臣格桑 哈第的意见书，是马克思１８６７年秋所

组织的英国工人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一个重

要的文件。

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后来又在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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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

共和）兄弟会。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

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

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

广大人民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

动、其中包括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

虽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质

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举行群众性发动

和同英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道路。１８６７年２—３月间，芬尼亚社社员

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在各郡分散举行的零星发动遭到镇压，

许多领导人被捕并交法庭审判。９月１８日，为了营救两名被捕的芬尼

亚社领导人凯利和迪集，在曼彻斯特组织了对囚车的武装袭击。凯利和

迪集逃跑成功，但在冲突中有一名警察被击毙。五人当场被捕，他们被

控杀害警察并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马瓜伊尔）后来被赦免，另外一人

（康当）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其余三人（拉尔金、阿林和奥勃莱恩）于

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３日被处决。判处死刑的事件在爱尔兰和英国引起了广

泛的抗议浪潮。总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参加了这一

运动；杜邦于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在巴黎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

一篇关于芬尼亚运动的文章。但是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行动没有得到

沾染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观点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的支持。关于这一

点，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１０月２３日、３０日和１１月１日改革同盟委

员会讨论谴责芬尼亚社社员为叛乱者的决议时所采取的立场就是一个

证明。马克思为了力求制定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统一策略并在英

国工人中间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坚持在总委员会中就爱尔

兰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辩论时邀请爱尔兰和英国报界的代表出席。１８６７

年１１月１９日和２６日进行了辩论（见本卷第４９９—５０５页）。

由马克思用英文起草的“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

际工人协会”这个意见书，为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０日举行的非

常会议批准。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手抄的该意见书副本被保存下

来，副本的文字和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记载的文字完全相同。由于工联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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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的反对，该意见书没有以英文发表。该意见书在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４

日的“法兰西信使报”上以法文发表。

“法兰西信使报”（《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ｆｒａｎ ａｉｓ》）是一家政治性的周报，

从１８６７年６月１８日起改为日报；１８６１—１８６８年在巴黎出版；从１８６６

年５月２０日起蒲鲁东主义者奥·韦莫雷耳担任该报编辑。在这一时

期，该报实际上是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这家报纸登载过国际的文件和

杜邦寄自英国的通讯，也刊登过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翻译的卡·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第２４６页。

 暗指１８６３年林肯总统和１８６５年约翰逊总统对站在南部各州方面参加

美国内战的人进行的大赦。——第２４６页。

 “剽窃者”一文是卡·马克思针对拉萨尔分子霍夫施泰滕于１８６７年１１

月２４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写的，关于这次大会的详细报

道载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９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３９号附刊。霍夫施泰

滕在发言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些段落，歪曲

它们的意思，而且既没有注明书名，也没有说明作者的名字。

“剽窃者”一文发表在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未来报”第２９１号附刊，

发表时没有署名。——第２４８页。

 本文此处和以下各处，以及“资本论”的各篇评论中，圆括号内的页码是

“资本论”１８６７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的页码。——第２４９页。

 恩格斯在写这篇评论的时候，利用了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７日卡·马克思给

他的信中的许多地方。这篇评论通过路·库格曼的介绍于１８６７年１２

月２７日发表在斯图加特报纸“观察家报”第３０３号上，没有署名。——

第２５４页。

 这篇评论通过路·库格曼的介绍发表在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维尔腾堡

工商业报”第３０６号上，没有署名。

“维尔腾堡工商业报”（《ＧｅｗｅｒｂｅｂｌａｔｔａｕｓＷ 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是一家

德国周报，是中德工商界的机关报，从１８４９年起在斯图加特出

版。——第２５７页。

０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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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５年５月１６日和１８６７年７月８日签订的新的关税同盟条约，其目

的在于鼓励贸易自由。——第２５８页。

 弗·恩格斯的这篇评论通过卡·济贝耳的介绍发表在１８６８年１月２１

日“新巴登报”第２０号上，没有署名。

“新巴登报”（《ＮｅｕｅＢａｄｉｓｃｈｅＬａｎｄｅ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日报，该报用这个名称从 １８６７年至１９３３年在

曼海姆出版。—— 第２６０页。

 弗·恩格斯的这篇评论发表在１８６８年３月２１日和２８日“民主周报”

第１２号和第１３号上，没有署名。这篇评论转载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５日和

８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８号和第２９号上。

“民主周报”（《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是德国工人

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１８６８年１月至１８６９年９月在莱比锡出

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

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

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

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

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１８６９年在爱森纳赫

代表大会上该报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

民国家报”（见注２８６）。——第２６３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是弗·恩格斯在１８６８年写的，保存

下来的是手稿，内容只包括该书的前三分之二，到“机器和大工业”一节

为止。“提纲”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２９年版第４

卷，１９３３年用原文出版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的单行

本。——第２７３页。

 “资本论”第一版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对该书的一些章节又做了重大

的修改和补充，对该书的结构也做了一些改变。原来该书包括６章和第

一章的附录，在德文第二版及以后各版中，改成了７篇，共包括２５章

（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

在本文中，圆括号中是恩格斯注的“资本论”１８６７年德文第一版第

１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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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的页码。——第２７５页。

 指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该卷在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间已经基本上写

好。——第２９９页。

 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ｑｕｅ（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

几亚）的第一部宪法。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根据１８２９年俄

土两国的阿德里安堡和约，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些

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１８３１年实施的。根据组

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

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

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

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资

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

等。——第３０１页。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经济”中

作了考查。——第３０８页。

 指亚当·弗格森、约翰·塔克特、亚当·斯密著作的引文（参看“资本

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４３６—４３８）。——第３１４页。

 鲁德分子是指英国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由于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方面的落后和不成熟，运动是一种反对机器的

暴动。运动由传说中的针织工人鲁德而得名，据说他是第一个破坏织机

来回答主人专横的人。鲁德运动是劳动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自发

的表现。——第３２１页。

 这篇评论是弗·恩格斯于１８６８年５—６月间写的，准备在“双周评论”

杂志上发表，但被编辑部拒绝。原文手稿被保存下来，第一次用俄文发

表在１９２６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１期上。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就这篇

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交换意见，马克思提了一些意见，甚至就某些地方提

出了表述方案，并被恩格斯完全采纳到原文中去。这篇文章原定用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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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英国友人赛·穆尔的名字发表。

“双周评论”（《Ｔｈｅ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的一家历史、

哲学和文学问题月刊；１８６５年由一群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一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１９３４

年。——第３２６页。

 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第６９—７０页（ＴｈＴｏｏ

ｋｅ《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ｐｐ６９—７０）。——第３２６页。

 这里指所谓“通货学派”或“通货原理”的拥护者。这一学派的代表（奥维

尔斯顿、托伦斯、阿伯思诺特等人）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

领域中的货币数量。此外，他们要求纸币必须有黄金保证，并且根据贵

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从这种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

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

流通规律遭到破坏，只要遵守这些规律，似乎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可以避

免这种震荡。“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

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而只是证

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 第

３２６页。

 指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该文载于“杜尔哥全集”

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３页（Ｔｕｒｇｏｔ《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ｅｔ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Ｔｏｍ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ｐ４３）。该著作第一版发表于１７６６年。——

第３２６页。

 这里所提到的第一章，在再版时被马克思改为第一篇，其中包括３

章。——第３２７页。

 在国际１８６７年洛桑代表大会上曾确定１８６８年度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地

点为布鲁塞尔；１８６８年２月２４日总委员会敦促各支部就代表大会的

议程进行准备。但是，１８６８年５月１６日比利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在

３５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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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宣布不许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并要求议员们将１８３５年的外

侨法的有效期延长，根据该法，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能受到政治可疑的

指控而被驱逐出境。因此，马克思在５月２５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不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马克思起草的决议在６月２日的

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宣读。

巴拉的演说和接踵而来的延长外侨法的有效期的做法，在比利时

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国际布鲁塞尔支部向司法大臣提出抗议，抗议书载

于１８６８年５月２４日“人民论坛报”第５号。

布鲁塞尔支部的领导人德·巴普和万丹胡亭写信给总委员会，建

议不要对政府让步，因为这一让步将使国际在比利时的继续存在受到

威胁；总委员会接到这封信后在６月１６日的会议上撤销了６月２日的

决议，决定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仍在布鲁塞尔。

这个决议载于总委员会１８６８年６月２日的记录，同时也发表于

１８６８年６月６日“蜂房报”第３４７号。——第３５１页。

 １８６８年６月２９日在伦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１８４８年巴黎无产阶级六

月起义纪念大会上，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皮阿发表了演说，

他直接号召采取恐怖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布鲁塞尔的一家报纸“蟋蟀

报”（《Ｃｉｇａｌｅ》）在关于那次会议的报道中把费·皮阿说成是国际的领

导人之一。这种说法并且被其他报纸一再重复。总委员会考虑到这会在

工人的心目中破坏国际的威信，而且会给波拿巴政府提供一个它所求

之不得的、迫害国际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成员的借口，于是在１８６８年７

月７日的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作出决定，不承认费·皮阿的演说，

并公布了本决议。

决议在报刊上出现之后，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费·皮阿是它的一个

成员）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

法格等人）离开了该支部，以此对皮阿的挑拨性和冒险性的策略表示不

赞同。皮阿的一小伙人与国际失去联系，但他们继续以国际的名义进行

活动，并一再支持总委员会里反对马克思的路线的各个反无产阶级的

小集团。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０日总委员会正式与这一小伙人划清了界限（见

本卷第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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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保存在１８６８年７月７日的总委员会记录中；它最先刊载于

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２日“自由报”第５５号，后又转载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９日“蟋

蟀报”第２９号、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６日“人民论坛报”第７号和其他报纸。

“自由报”（《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７３年

在布鲁塞尔出版；从１８６７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

一。

“蟋蟀报”（《ＬａＣｉｇａｌｅ》）是１８６７年１２月至１８６９年７月由法国左

派共和党人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周报；这家报纸和在伦敦的费·皮阿的

那一小伙人有密切的联系。——第３５２页。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是卡·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

污蔑而写的，他们说什么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

从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这些非难见于少数几篇“资

本论”书评，其中有一篇匿名的书评发表在尤·孚赫参加出版的杂志

“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第５年度第２０册（１８６８年）上，另外一个匿

名作者的书评发表在１８６８年７月４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２８号上。

本文在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第３５３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１０页及以下各页。——第

３５４页。

 指１８５０年出版的弗·巴师夏的著作“经济的谐和”（《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第３５４页。

 这句话出自路德“反高利贷讲道集”一书１５４０年维登堡版第９页（《Ａｎ

ｄｉｅＰｆａｒｒｈｅｒｒｎ ｗｉｄｅｒｄｅｎＷｕｃｈｅｒｚｕ ｐｒｅｄｉｇｅｎ》，Ｗｉｔｔｅｎ

ｂｅｒｇ，１５４０，Ｓ９）。——第３５４页。

 蛊惑者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对本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反政府运动

的参加者的称呼。这个词是在１８１９年８月举行的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

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之后流行

开来的。——第３５４页。

 指施马尔茨“政治经济学。致德意志某王储书柬”１８１８年柏林版第１册

５５７注  释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ｉｎ Ｂｒｉｅｆｅｎ ａｎ ｅｉｎ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Ｅｒｂｐｒｉｎｚｅｎ》ＴｈＩ，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１８）及其法译本《Ｅ
′
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ｖｒａｇｅ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Ｔ 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 ——

第３５４页。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间，沙皇政府在波兰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来废除波

兰的各种设施而强迫推行俄罗斯化。

这份声明在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４日由马克思提出而经总委员会批准，

它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并发表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８日“蜂房报”第

３５２号。——第３５６页。

 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问题，是由总委员会于１８６８

年１月２８日提出列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为了筹备代表大会，

在总委员会７月２８日和８月４日的两次会议上对议程里的这一项预

先进行了讨论。讨论是由马克思发起的，他在发言中阐述了自己在“资

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里加以发挥的那些基本思想（卡

·马克思的发言记录见本卷第６４０—６４２页）。

马克思在８月４日的会议上对讨论进行了总结，并提议以决议的

形式说明总委员会的结论。决议由马克思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下一次会

议即８月１１日的会议上获得批准。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该决议由格·埃卡留斯在１８６８年９月９

日的会议上提出而被纳入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引言部分。弗·列

斯纳在同一天的会议上发言论证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宣

读了摘自“资本论”的一些引文。——第３５７页。

 “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这封信，是马克思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８

日为答复施韦泽的正式邀请而写的；施韦泽邀请他以贵宾身分出席联

合会的大会，在请帖上签名的还有拉萨尔派联合会理事会的一些工人

理事。

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２—２６日在汉堡举行的大会表明，全德工人联合会

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经验的启示下，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大

会原则上赞助罢工运动，但又表示反对实际组织罢工。拉萨尔派的领导

６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人害怕在渴望建立工会的工人中丧失威信，不得不耍些手腕。当时，倍

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建立工会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成效的活动；施韦泽

和联合会副主席弗里茨舍为了要走在他们前面，提出了在柏林召开全

德各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的建议。正统的拉萨尔分子拒绝了这一建议，而

要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国会议员身分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大会原则

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继续阻挠

联合会加入国际。

马克思致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在大会的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４日秘

密会议上宣读，受到鼓掌欢迎。这封信除了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

以外，还发表于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９日“民主周报”第３５号。后来，为纪念马

克思逝世三周年，他的这封信又转载于１８８６年３月１１日“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１１号。——第３５８页。

 指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见注１７）。——第３５８页。

 这个决议是为筹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而在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５日总委员会

会议上批准的，决议保存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此外：决议还载于１８６８

年８月２９日“蜂房报”第３５９号（马克思论证该项决议的发言记录见本

卷第６４３页）。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该决议由埃卡留斯提出，得到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的赞同并在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２日会议上宣读，同时载入会议记

录。——第３５９页。

 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第一年度报告是在１８６５年９月向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提出的）是马克思为１８６８年９月６—１３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

际第三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写的。

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

席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

班牙等国的工人代表近１００名。大会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必须

把铁路、地下资源、矿井和矿山、森林以及耕地转交公共所有。这一决议

说明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大多数已转到集体主义的立场，

它标志着在国际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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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机器的使用、关

于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见本卷第

２３１、６１２—６１３页）等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弗·列斯纳以德国代表团名

义提出的关于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协助把这部著作

从德文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决议。

马克思所起草的总委员会的报告是在１８６８年９月７日的代表大

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这个报告在１８６８年９月９日“泰晤士报”登载

的埃卡留斯通讯稿里第一次发表。本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一版里发表时就是根据这篇通讯稿；本版所根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档案馆中所保存的由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手抄的德文稿

本；这份稿本比我们过去所得到的英文稿完整一些。和英文稿的一些主

要不同之处均在脚注中注明。这个报告用德文发表于１８６８年９月“先

驱”杂志第９期、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０６号、１８６８

年９月１２日“民主周报”第３７号附刊和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２日“海尔曼”第

５０６号。用法文发表于“比利时人民报”特别附刊：《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８，以及１８６８年

９月１３日“自由报”第６４号。——第３６０页。

 １８６７年７月，亚眠发生了染色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其他行业

工人的支援。

１８６７年３月，鲁贝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起因是，

由于采用机器后大批工人被解雇。

１８６７年２月，巴黎铜器工人开始罢工，他们拒绝按企业主的要求

退出互助会。由于总委员会的协助，巴黎工人得到英国工联的援款。罢

工以工人的胜利宣告结束，他们保住了自己的组织。

１８６８年３—４月，日内瓦有３０００个建筑工人举行罢工。工人要求

把工作日缩短到１０小时，要求提高工资并把计日工资改为计时工资；

除建筑工人外，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由于瑞士、英国、

法国和德国工人的支援，日内瓦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第３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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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巴黎支部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文件：“日内瓦代表大

会。法 国 代 表 的 报 告”１８６６ 年 布 鲁 塞 尔 版（《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ＧｅｎèｖｅＭ éｍ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ｄéｌéｇｕéｓ ｆｒａｎ  ａｉｓ》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６６。——第３６１页。

 １８６７年１２月，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理事的住宅遭到搜查，随后开始了

侦讯，接着就是１８６８年３月进行的对国际的法国组织的第一次审判。

在法国警察搜查时所没收的信件当中，有一封信是法国通讯书记欧·

杜邦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写给Ａ 缪拉的，信中告知协会的法国会员

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的情况。法国当局企图利用这封信

给国际安上组织芬尼亚社社员进行密谋的罪名。——第３６１页。

 按照刑法法典第二九一条和１８３４年４月１０日法令，在法国，成立２０

人以上的社团，必须经有关当局批准。——第３６２页。

 上面所谈的沙勒罗瓦矿区事件发生在１８６８年春天。由于矿主把每周生

产减少４天，工资降低１０％，工人宣布了罢工，停止了工作，并因而遭

到了武装镇压。

比利时支部在国内外广泛展开了支援罢工者的运动。支部组织了

许多次抗议大会。在“人民论坛报”、“自由报”等报刊上广泛报道了沙勒

罗瓦事件；１８６８年４月１２日发表了告比利时工人及各国工人书；同总

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总委员会也发出了呼吁书，宣布沙勒罗瓦矿

工的事情是整个国际的事情，组织了对罢工者的援助。由于这些事件，

国际在比利时的会员人数大大增加。——第３６２页。

 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３日，法国军队同教皇的雇佣卫队一起在门塔纳附近击

败了再次进攻罗马的加里波第军队；加里波第进攻罗马的目的是要把

罗马从法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归入意大利的版图。——第３６３页。

 指普鲁士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１日颁布的反动的结社法。——第３６３页。

 约·菲·贝克尔所领导的在瑞士的各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从１８６５

年１１月起成为许多支部的组织中心，这些支部不仅把在瑞士的德国工

人，而且也把德国、奥地利以及有德国工人流亡者居住的国家里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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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联合起来了。约·菲·贝克尔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他所办的“先

驱”月刊，在德国国内还缺少建立组织的条件的时候，大大地促进了国

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中间的传播。——第３６３页。

 指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２—２６日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见注

２２６）。会议通过的决议载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２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０２

号。——第３６３页。

 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５—７日在纽伦堡举

行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派格·埃卡留斯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

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６９对４６）通过了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

议，并选出一个由１６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实地执行这一决议；这

１６人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２２日被总委员会批准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执

行委员会。纽伦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工会的决议。——第

３６３页。

 彼·福克斯被指定为总委员会出席预定于１８６８年９月在维也纳举行

的奥匈各族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３６４页。

 瑞士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纽沙特尔（诺恩堡）代表大会是在１８６８

年８月９—１０日举行的。——第３６４页。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于１８６６年８月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

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

作。同盟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１８６７年８月的全国劳工

同盟芝加哥代表大会选出特雷维利克为出席国际工人协会最近一次代

表大会的代表，但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

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１８７０年８月，同盟在自己

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全国劳工同盟宣布拥护国

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在最近期间加入上述协会。”但是这一决议

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

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１８７２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

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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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１８５９年

１１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

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

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

后，恩格斯于１８６４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

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１８６８年９月，在恩格

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

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写了这封信。理事会秘书戴维逊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

２日代表理事会请求恩格斯改变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职务的决

定，但恩格斯没有同意。１８７０年４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

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３６６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５—６９１页。——第

３６６页。

 指由于建筑席勒协会的新会址而产生的困难。——第３６７页。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没有署名发表在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３

日“民主周报”第４０号上；这是恩格斯在１８６８年９月底写的，那时他

得悉莱比锡警察当局在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６日查封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该

会的中央在莱比锡），并且封闭了联合会在柏林的地方分会。但是，１８６８

年１０月１０日，即查封后过了三个星期，以施韦泽为首的一批拉萨尔分

子用同一名称恢复了联合会，并把会址迁到柏林。在刊登在１８６８年

１０月１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１９号上的新章程中，表示决心严格

遵守普鲁士的法律，并且只通过和平的、合法的途径进行活动。为了

适应普鲁士法律的要求，联合会的领导取消了地方分会。——第３６８

页。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汉堡召开的大会（见注２２６）。——第３７１页。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的补充没有署名发表在１８６８年

１０月１０日“民主周报”第４１号上；这是恩格斯在１８６８年１０月初按马

克思的建议写的；马克思在１８６８年９月２５日的信中曾提请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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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８年什莱茨出版的伯·贝克尔的小册子“揭露斐迪南·拉萨尔的悲

惨逝世的内幕”（《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ａｓｔｒａｇｉｓｃｈｅＬｅｂｅｎｓｅｎｄｅ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ｓ》Ｓｃｈｌｅｉｚ，１８６８）。——第３７２页。

 这里指的是一小批拉萨尔分子，他们在索·哈茨费尔特影响下脱离了

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于１８６７年组织了“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该

联合会的主席最初是费尔斯特林格，后来是门德；它在工人当中没有任

何威信，在１８７２年实际上已不存在了。——第３７２页。

 这篇短文是马克思为“民主周报”写的（见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４日马克思给

恩格斯的信）。短文的第一段看来由报纸编辑部作了一些改动。——第

３７４页。

 指国际总委员会和英国各工联共同组织的对罢工工人的物质援助。

在巴黎铜匠罢工期间（１８６７年２—３月），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７年３月

１３日“国际信使”上发表致英国工人的公开信，号召给罢工者以物质援

助。鞋匠、裁缝、红木工人等工联通过总委员会寄了好几百英镑到法国

去。

由于马尔希延的比利时矿工和冶金工人被枪杀（１８６７年２月），总

委员会在１８６７年３月１３日“国际信使”上发表“致大不列颠矿工和冶

金工人”的公开信，号召援助遭到残酷镇压的受害者。受害者工人的家

属得到了金钱上的帮助。

在日内瓦建筑工人罢工和被大批解雇期间（１８６８年３—４月，见注

２３０），总委员会每月都从英国寄去４万法郎的援款。这些寄到日内瓦去

的钱是木工和细木工，纺织工人，以及装订工人等工联寄去的。——第

３７４页。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民主派日报，从１８５３年起在柏林

出版。——第３７４页。

 指工联伦敦理事会，它首次于１８６０年５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

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

阶级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

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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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已经壮大起来的各个工联的

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

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他们当中只有

阿林没有参加国际总委员会。

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跟工联领袖们的改良主义和行会闭关自

守心理作斗争，他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引导到协会的队伍里来，

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协会，并使工联伦敦理事会作为不列颠支

部加入协会。关于加入国际的问题，曾经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

动议在工联伦敦理事会的许多次会议上加以讨论；１８６７年１月１４日

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

然拒绝与协会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

委员会委员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第３７５页。

见注１７０。——第３７５页。

 指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和雷诺等人于１８４９年在伦

敦建立的全国改革同盟。同盟的目的是争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

１８６６年它加入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活动，成为改革同盟的一

个分支机构。全国改革同盟的领导人阿尔弗勒德·华尔顿和乔治·米

尔纳都是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国际多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

３７５页。

 “威塞尔报”（《Ｗｅｓ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１８４４年至

１９３０年在不来梅出版。

“奥格斯堡女人”（《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ｉｎ》）是指奥格斯堡的“总汇报”（见

注２４）。——第３７６页。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英国日报，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

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

“星期六评论”（《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

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的简称，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８年在伦敦出

版。——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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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德国政论家、曾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埃德加尔·鲍威尔于１８６３年到

普鲁士出版局供职一事。——第３７６页。

 这篇文章是卡·马克思应“外交评论”的出版者查·多·科勒特的请求

写的。

“外交评论”（《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是关于对外政策问题

的英国杂志，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７年以这个名称出版，每年４期。杂志的编

辑是保守的政论家、当过外交官的戴维·乌尔卡尔特，他从十九世纪三

十年代初起就在自己的杂志“公文集”（《Ｔｈ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上，或以小

册子的形式发表有关欧洲列强秘密外交的文件，其中包括揭露帕麦斯

顿这个长期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人的外交活动的文件。

不倦地与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作斗争的马克思，１８５３年在一组揭

露性的文章“帕麦斯顿勋爵”中，除了利用其他文件，也利用了乌尔卡尔

特发表的许多文件。后来马克思的某些文章也在乌尔卡尔特的杂志“自

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上刊载。同时，马克思也激烈地批评了

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观点，并且经常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

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的根本区别。

“外交评论”编辑部在发表马克思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按语，介绍

马克思是“资本论”的作者，并且写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面的文章。——

第３７７页。

 １８４４年银行法令是皮尔政府通过的一项法律，它规定英格兰银行分为

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各自有其独立的现金储备；银行部经营纯银行业

务，发行部掌管银行券的发行。银行券应当有专门基金作保证，这项基

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现金。但是在尖锐的经济危机期间——在１８４７

年、１８５７年和１８６６年春——英国政府都曾被迫使１８４４年法令暂停生

效，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

１８６６年的危机在英国的信贷领域里表现得特别尖锐；１８６６年５

月，当时财政恐慌达到极点，英格兰银行受到破产的威胁，银行董事会

收到了首相罗素和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签署的信，批准１８４４年法令暂停

生效，这样才使贷款业务得以扩大并使国内财政恐慌有所缓和。——

第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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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头两次１８４４年法令暂停生效的事，即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首相罗素

和财政大臣伍德给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信，以及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２日首

相帕麦斯顿和财政大臣路易斯的信。——第３７８页。

 指法国、英国、奥地利、俄国、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在巴黎举行

的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于１８５６年３月３０日签订了结束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

克里木战争的巴德和约。马克思暗指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克拉

伦登由于英法矛盾和法俄亲善已趋明朗而未能充分实现英国外交计划

一事。——第３７８页。

 马克思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２３日写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的这篇声明，是由于协会对１８６８年的拉萨尔派柏林代表大会以及对倍

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工人组织所持的立场引

起的。马克思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２３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从巴黎和德国进

口的拉萨尔分子——他们同施韦泽有秘密的来往——利用列斯纳由于

妻子生病而未能出席的机会，强使对施韦泽投信任票而反对纽伦堡

派”。后来列斯纳在同协会里的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得到了马克思的支

持。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

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１８４０年２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

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１８４７年和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

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

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

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

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

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

国际协会的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１９１８年为

英国政府所封闭。——第３８０页。

 指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得到在汉堡召开的拉萨尔派的联合会大会（见注

２２６）的同意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２６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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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代表大会的代表２０６名，代表十四万二千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

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绝加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

堡组织的各个工人协会派遣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

工会，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

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

联合会。

马克思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

了德国的工人工会的分裂，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违反工会

运动的目的和性质。——第３８０页。

 指马克思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写给施韦泽的信，该信是对施韦泽１８６８

年９月１５日和１０月８日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的答复。——第３８１页。

 民主工人联合会是在先进分子影响下的柏林工人联合会发生分裂后于

１８６８年１０月产生的。这个新的联合会加入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

导的各工人协会的纽伦堡组织，接受它的以第一国际的原则为依据的

纲领。几乎联合会的所有会员同时也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联合会

为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选举了两名工人——维耳克和克梅雷尔

为主席。

民主工人联合会积极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威·李卜克内西经常

在它的会议上发表演说。１８６９年，联合会加入了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上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第３８１页。

 总委员会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马克思就总

委员会会议讨论接纳巴枯宁的同盟加入国际的问题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

日写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在日内瓦创立的

一个国际性组织。参加同盟临时委员会的除巴枯宁外，还有布罗塞、杜

瓦尔、格塔、佩龙、扎哥尔斯基和约·菲·贝克尔。约·菲·贝克尔（此

后不久他就同巴枯宁决裂了）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将同盟的纲领和章

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两

个文件。马克思于同一日将这些文件转寄给恩格斯，请他提出自己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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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意见。恩格斯于１２月１８日满足了这个要求。１２月２２日，马克思考

虑了恩格斯的意见之后以通告信的形式写成的对同盟的答复的草稿，

由海·荣克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在稍加修改之后被通过。

总委员会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的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寄发给协会

的所有支部，该信于１８７２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内部通

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８

卷）中第一次发表。保存下来的有彼此差异不大的几种手稿（马克思的

两个手稿：一个是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写的，另一个是附在他于１８７０年

８月６日写给荣克的信里的；还有两个手抄副本：一个是荣克抄写的，

另一个是杜邦和恩格斯抄写的）。——第３８２页。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１８６７年伦敦版（《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 第３８３

页。

 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决议是由国际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就国际被邀参加１８６８年９月在伯尔尼召开的该同盟代表大会

一事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２日通过的。邀请是同盟根据巴枯宁的倡议发出

的。巴枯宁是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力图将国际工人协会置于资产阶

级的同盟的支配之下。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既然已经有国际工人协会存在，这

个企图对国际工人运动实行领导的和平主义的同盟的存在是多余的。

建议同盟并入协会，其成员加入协会的各个支部。——第３８３页。

 “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根

据鲁高、下维尔施尼茨和埃耳斯尼茨等地的萨克森矿工寄来的材料写

成的。萨克森矿工们向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声明他们愿意加入国

际。

１８６９年２月２３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篇由恩格

斯用英文写成的报告。委员会决定发表报告原文和它的德译文。在

１８６９年２月２７日“蜂房报”第３８５号上的一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

道中曾经扼要地叙述了这篇报告的内容。马克思曾请求其他的一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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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报纸如“泰晤士报”、“每日新闻”和“晨星报”刊登这篇文件，但这些报

纸都拒绝了。１８６９年３月初，马克思亲自将恩格斯这篇手稿译成德文

并在１８６９年３月１７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３号、１８６９年３月２０日

“民主周报”第１２号、１８６９年３月２０日和２１日“未来报”第６７号和第

６８号上发表；报告的英文原稿没有保存下来。——第３８５页。

 引自汉泽曼于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在第一届联合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见

“第一届普鲁士议会”１８４７年柏林版第７部第５５页（《ＰｒｅｕＢｅｎｓＥｒｓ

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Ｔｈ７，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７，Ｓ５５）。——３８６页。

 暗指普鲁士内务大臣罗霍夫于１８３８年１月１５日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一

封信中所说的话，后者对把七位持有反对派情绪的教授驱逐出汉诺威

议会一事表示不满。罗霍夫写道：“尽忠的臣民对自己的国王和国君应

当俯首听命，而不该依据自己有限的智慧来企图干预国家元首的事

务。”——第３９０页。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在接到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总委员会关于拒

绝接受该同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加入国际的信件（见本卷第

３８２—３８４页）后，于１８６９年２月２７日再次写信给总委员会，声明只要

总委员会同意它的纲领并接受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加入国际，它就准

备解散国际同盟。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对同盟第二次来信的答复，由马克思起草；马克

思写好后征求过恩格斯的意见。这封信在１８６９年３月９日的委员会会

议上被一致通过。信的内容曾由各国通讯书记秘密通知协会各支部。文

件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该信有几份彼此稍有出入的手稿被保存了

下来（有两份是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写的草稿，一份是马克思用法文写

的完整的手稿，一份是不知道谁用法文抄写、而由马克思修改过的副

本）。此外，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３月５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这个文件

的基本内容。本版所根据的是马克思那篇完整的手稿，并根据１８７２年

发表的文稿校对过。——第３９３页。

 同盟纲领第二条早在１８６８年９月巴枯宁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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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代表大会上宣读的纲领中就已经有了。由于这封信，这一条于

１８６９年４月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

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第３９４页。

 在１８６９年４月２０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代

表安斯的详细报告，他曾被派到出事地点去查明１８６９年４月在塞兰和

弗腊默里（比利时）对罢工者的血腥屠杀的详细情形。马克思受委托代

表总委员会起草抗议比利时当局兽行的文告。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写

成的告欧洲和美国工人书于１８６９年５月４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

总委员会并通过了印发呼吁书的决定。英文呼吁书即成传单《ＴｈｅＢｅｌ

ｇｉａｎ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ｓ…》，法文呼吁书刊载在许多报纸上：１８６９年５月１５日

“国际报”第１８号、１８６９年５月１６日“自由报”第９９号和１８６９年５月

２２日“平等报”第１８号。埃卡留斯翻译的德文呼吁书刊载在１８６９年５

月２２日“民主周报”第２１号和１８６９年６月“先驱”杂志第６期。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

支部的机关报；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

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

“平等报”（《Ｌ’Ｅ
′
ｇａｌｉｔ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

的机关报；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第

３９５页。

 指１８６８年３月的沙勒罗瓦（比利时）事件。见本卷第３６２—３６３

页。——第３９５页。

 １８６９年５月３１日德·巴普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谈到，当法文呼吁书在

比利时报刊上发表的时候，为了能够通过检查，康普、皮尔美和弗兰德

亲王的名字都被删去，而代之以“在比利时身居高位的人士”。——第

３９６页。

 《Ｌｅｓ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ｒéａｌａｂｌｅｓ》（事先下令解散）——许多资产阶级国家

的法律规定：在当局向集结的人群三次下令解散之后，就可以使用武

力。——第３９６页。

 指从１８６９年２月延续到７月的法国同比利时关于铁路租让的谈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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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起因，是比利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租让权只有经过政府批

准才能转让；这项法律是按紧急程序通过的，矛头针对法国的经济扩

张，因为后者企图把比利时的铁路抓到自己手里。——第３９６页。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６５年１０月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牙买加岛总督埃尔对黑

人起义的血腥镇压。埃尔的行动引起了英国舆论的极大愤慨，英国政府

被迫撤销他的总督职务。——第３９７页。

 １８３０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同荷兰分离之后不久，１８３１年１

月伦敦五强会议（英、法、俄、奥、普）议定书宣布比利时为中立国。——

第３９８页。

 “萨格”一词是对印度的勒杀教派的称呼，该教派的信徒经常进行宗教

仪式的杀人勾当，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文献中这个名词成为形容职业强

盗和杀人犯的流行用语。——第３９９页。

 引自比利时议员德尔福斯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日在议会上的发言，他的话

是针对这样一种意见，即１８４８年法国革命的思想将传遍全世界。——

第３９９页。

 由于１８６９年春天英美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危险，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致

全国劳工同盟（见注２４２）的公开信，并由他在５月１１日的总委员会

会议上宣读。马克思后来在总委员会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

援引了全国劳工同盟主席西耳维斯的复信（见本卷第４３１—４３２页）。这

封信的英文稿曾印成传单《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Ｕ

ｎ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并载于１８６９年５月１５日“蜂房报”第３９６号；德文公开信载于１８６９

年５月２２日“民主周报”第２１号和１８６９年８月“先驱”杂志第８

期。——第４０１页。

 原文是《ｓｈｏｄｄｙ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ｓ》；在美国，《ｓｈｏｄｄｙ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ｓ》是

对那些靠战争大发横财的人的称呼。——第４０２页。

 卡·马克思于１８５２年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第二版于１８６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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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在汉堡出版。

资产阶级报刊对新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竭力保持沉

默，而“人民国家报”只是在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６日才发表了该书第二版出

版的消息，同时刊登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后来又收入恩格斯编的于

１８８５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１８９１年１月，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

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上发表了序言的法译文；同年，在利尔出版

的该书单行本中也载有这篇序言。１８９４年，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

表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俄文第

一版上。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

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日至１８７６年９月２９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

１８７３年７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

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的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

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

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

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同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马克

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

国家报”评价很高，同时经常帮助编辑部，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并用自己

的批评来纠正报纸的路线。尽管“人民国家报”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它

仍不失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４０４页。

 “革命”（《Ｄｉ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约·魏德迈于１８５２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周刊。马克思和

恩格斯同意定期为杂志撰稿。魏德迈只在１８５２年１月出版了两期周

刊，此后，由于物质上的困难刊物不得不停办。１８５２年５月，魏德迈以

“不定期刊物”“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第１期的形式用单行本出版了马

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４０４页。

 Ｖ Ｈｕｇｏ《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ｅＰｅｔｉｔ》２éｄ，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５２

关于蒲鲁东的“政变”一书见注４７。——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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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２７页。——第４０５页。

 让·巴·阿·沙尔腊斯“１８１５年滑铁卢战役史”１８５７年布鲁塞尔版

（ＪＢ Ａ Ｃｈａｒｒａｓ《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ｃａｍｐａｇｎｅｄｅ１８１５Ｗａｔｅｒ

ｌｏｏ》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５７）。——第４０５页。

 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巴黎版

第１卷第３５页（ＪＣ Ｌ 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Ｅ
′
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 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７，ｐ ３５）。—— 第４０６

页。

 恩格斯曾于１８６８年７月底为德国一家文艺性报纸“凉亭”（《ＤｉｅＧａｒ

ｔｅｎｌａｕｂｅ）写过一篇马克思的传记，但该报编辑部没有加以发表。这篇

“卡尔·马克思”传略就是在那篇初稿的基础上写成的。１８６９年７月，

恩格斯对那篇初稿进行了加工，寄给“未来报”，发表于该报１８６９年８

月２日第１８５号。这篇恩格斯所写的第一篇马克思传记，以后又被威·

李卜克内西刊登于１８６９年８月２１日“民主周报”第３４号附刊，但是李

卜克内西当时删去了传记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谈到拉萨尔

不是一个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许多著作的内容都是从马克思那

里抄袭来的，并且把马克思的著作庸俗化。——第４０７页。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

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

次代表大会（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８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

一个纲领性文件，即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底把

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

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３月初成了新的中央

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８４８年３月下半月到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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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３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５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

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进

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中，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

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

思想。

１８５０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

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

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

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

即发动革命。１８５０年９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

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３５—６４１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

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１８５１年５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

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

１７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

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４０７

页。

 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３卷第３—１７７页）。——第４０８页。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即位之初的一段时期（１８４０—

１８５７）；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曾对这位国王寄于莫大的希望。但是这个极

其短促的“新纪元”只是给了自由资产阶级一些微不足道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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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第４０８页。

 指马克思以“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为题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３５—９６页和第１３５—１８１

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

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ｗｅｒｂｅ）自１８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３１日

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

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黑格尔左派分子撰稿。１８４２年４月马克思开

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许多文章发表在该报上。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

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该报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封闭了

它。——第４０８页。

 “德法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是在巴黎出版的德

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１８４４年２月出版了第

一期（两期合刊）。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１９—４２１、４５２—４６７、５９６—６２５、６２６—６５５页）。

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

则上的意见分歧。——第４０９页。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关于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见注３６。——第４０９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第４０９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天在科伦

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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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

格尔斯。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

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

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

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

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

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月普鲁士

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

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

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

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

害，使该报停刊。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它出版了最后一号。——第４１０

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

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

刊、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

关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１８５０年３月到１１月底总共出

了６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５、６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

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

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

杂志的任务是根据对已经过去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总结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阐明新的历史环境的性质，进一步制定革命

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杂志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

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

斯等人撰稿。在杂志上曾经发表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

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他们的其他一

些著作。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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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一家美国报

纸，１８４１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

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

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

编辑之一。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３

月，继续了１０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

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

章，涉及欧洲各国国际和国内政策、工人运动、经济发展等极其重要的

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进

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

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已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所以

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

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

４１１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５—６９１页。——第

４１１页。

 指发表于所谓蓝皮书中的、议会英国各工业部门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

告。——第４１２页。

 卡·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是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９

年夏季筹备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时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讨论总结。

由于１８６９年６月米·巴枯宁在日内瓦创建的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中央支部”为名的支部的坚持，这个问题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这

个支部有巴枯宁的许多最亲近的拥护者参加，它实际上领导着继续秘

密存在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尽管同盟已经正式宣布解散。

巴枯宁硬要国际的代表大会辩论继承权问题，目的在于进行捣乱，使代

表大会不能去解决欧洲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有关纲领和策略这样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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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１８６９年７月２０日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马克思作了内

容丰富的发言，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见本卷第６５０—

６５３页）。１８６９年８月３日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的报告。在１８６９年９月

１１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埃卡留斯宣读了马克思的报告，报告

全文被转载于用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从

１８６９年９月６日至１１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

度代表大会的报告”（１８６９年）伦敦版第２６—２７页（《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ｄａｔＢａｓｌｅ，ｉ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６ｔｈｔｏｔｈｅ１１ｔ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ｐ２６—

２７）；“国际工人协会。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

会的报告”１８６９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２２—１２４页（《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ｄｕＩＶ ｅＣｏｎｇｒè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ｎｕ àＢａｌｅｅ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９》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６９，ｐ１２２—１２４）；“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

会记录”第１—７号，１８６９年９月７—１４日，巴塞尔版第７７—８０页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

ｂｅｉｔ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ｉｎＢａｓｅｌ》， １—７，Ｂａｓｅｌ，７—１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６９Ｓ７７—８０）；以及１８６９年１０月“先驱”杂志第１０期第１５０—

１５２页。——第４１４页。

 指圣西门的一批信徒（安凡丹、巴札尔、罗德里格、毕舍等人）在十九世

纪二十年代未传布和发展他的学说。１８３０年，根据巴札尔在巴黎的讲

稿出版了“圣西门学说的阐述”一书，其中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见

“圣西门学说。第一学年。阐述。１８２９年”１８３０年巴黎版第１４３—１６９页

（《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ａｎｎéｅＥｘ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１８２９》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０，ｐｐ１４３—１６９）。——第４１５页。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是马克思受总

委员会的委托在１８６９年８月底—９月初为１８６９年９月６—１１日在巴

塞尔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写的。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他最积

极地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上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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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土地问题（１８６９年７月６日）、继承权问题（７月２０日）和普及

教育问题（８月１０日和１７日）——时的发言记录（见本卷第６４８—６５６

页）被保存了下来。

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票赞成废除土地私

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

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

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

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见注３０５）。

马克思用英文写的总委员会的报告全文，曾在１８６９年９月７日代

表大会的会议上用德文和法文宣读，并用德文以单行本发表，题为“国

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１８６９年巴塞尔

版（《Ｂｅｒｉｃｈｔｄ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ａｔｈｓ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ｄｅｎ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ｎ Ｂａｓｅｌ》

Ｂａｓｅｌ，１８６９）；报告还用英文和法文同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一起发

表，即“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

告”１８６９年伦敦版第７—１３页（《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ｌｄａｔＢａｓｌｅ，ｉ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９］，ｐ７—１３）和

“１８６９年９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１８６９年弗

鲁 塞尔版第 ９—２３页（《Ｃｏｍｐｔｅｒｅｎｄｕｄｕ ｅＣｏｎｇｒè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ｅｎｕàＢａｌｅ，ｅ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９》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９，ｐ９—２３）；

同时还刊登在许多报纸和杂志上：１８６９年９月２６日和１０月３日“国际

报”第３７号和第３８号，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１、１８、２５日“进步报”第２６、２７、

２８号和１８７０年１月１、８、１５日“进步报”第１、２、３号，１８６９年９月“先

驱”第９期，１８６９年９月１８、２２、２５日“民主周报”第４１、４２、４３号，以及

１８６９年１３月２４、３１日那不勒斯报纸“平等”周报第８、９号。报告的最早

的俄译文发表在１８６９年１１月“人民事业”杂志第７—１０期上。

本版是以德文小册子的最完全的文本为根据，并根据英文版校对

过。最主要的不同之点都在脚法中注明。——第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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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９年１月９日和１３日“总汇报”第９号和１３号。——第４１９页。

 《ＬａｊｅｕｎｅＳｕｉｓｓｅ》（“青年瑞士”）——这里指的是沙文主义的青年组

织“青年日内瓦”（《ＬａｊｅｕｎｅＧｅｎèｖｅ》）。——第４２０页。

 《Ｌｅｓｏｒｇｉｅｓｉｎｆｅｒｎａｌｅｓｄｅｓｃａｓｓｅｔèｔｅｓ》（“残暴的打手逞凶”）——

摘自立法团的议员拉斯拜尔在１８６９年７月８日的会议上的发言，他在

发言中抗议波拿巴警察当局在巴黎选举时的暴行。——第４２０页。

 马克思所叙述的事实曾公布在１８６９年５月２９日“平等报”第１９号上。

由于日内瓦的建筑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罢工，１８６９年春天罗曼语区联合

会委员会和日内瓦的国际支部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

员会向工人发出了一系列的呼吁，这些呼吁刊登在１８６９年３—４月的

“平等报”上，并且印成了传单：１８６９年３月１７日委员会向国际各支部

的呼吁（《ＬｅＣｏｍｉｔé ＦéｄéｒａｌＲｏｍａｎｄａｕｘ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ｓ》），瑞士公民中的国际会员大会的呼吁“向政务会议和日内瓦

人民的呼吁”（《Ａｄｒｅｓｓｅａ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ｄ’Ｅ
′
ｔａｔｅｔａｕＰｅｕｐｌｅｄｅ

Ｇｅｎèｖｅ》）等等；国际会员大会是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倡议于１８６９年

４月２日召开的，会上揭露了企业家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诽谤。

在组织罢工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的还有加入国际的建筑工人和印刷

工人协会的定期出版的通报：“国际工人协会。泥水匠和抹灰工的罢工”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Ｇｒèｖｅ ｄｅｓ

Ｔ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ｄｅ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Ｍａｃｏｎｓ》），“日内瓦印刷工人协会向舆论的

呼 吁”（《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Ｇｅｎèｖｅ à ｌ’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第４２０页。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全称《Ｓｏｃｉé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１８５２年。它的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

机。Ｃｒéｅ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同第二帝国的政府官员有密切的联系。１８６７

年，该银行破产，１８７１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

许多文章中揭示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３—４０、２１８—２２７、３１３—３１７页）。——第４２１

９７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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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７１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

的不大的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４２４页。

 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是根据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建议在

１８６７年成立的，它包括１９个邦以及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的３个自由

市。联邦的建立是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重新统一的一个决定性阶

段。——第４２４页。

 《Ｌｅｓｃｈａｓｓｅｐｏｔｓａｖａｉｅｎｔｅｎｃｏｒｅｆａｉｔｍｅｒｖｅｉｌｌｅ》（“沙斯波式步枪

又一次发挥了威力”）——这里指的是沙斯波改进了的枪，１８６６年用这

种枪装备了法国军队。——第４２６页。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是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８９年

至１９０１年在巴黎出版；从１７９９年至１８６９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

报。——第４２６页。

 《Ｖｉｖｒｅｅｎ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ｏｕｍｏｕｒｉｒｅｎｃｏｍｂａｔｔａｎｔ！》（“不能劳动而生，勿宁

战斗而死！”）——这是１８３１年起义的里昂织工的口号。—— 第４２７

页。

 指奥地利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中的失败。——第４２７页。

 １８６９年８月７—９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德意志、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

民主主义者的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通过

的纲领的第二部分第六点中说：“鉴于劳动解放的任务既不是一个地方

的也不是一个民族的，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任

务，社会民主工党把自己当做（既然关于结社的法律允许这样做）国际

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并且赞同它的宗旨。”——第４２７页。

 在１８６６年军事失败后政治危机加剧了的情况下，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高

涨的情况下，奥地利的反动统治集团一方面不得不同匈牙利缔结协定

建立二元帝国——奥匈帝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一系列

的政治让步。１８６７年通过的宪法扩大了代议机构——帝国议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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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立了内阁责任制，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和中央集权制；政府成

员除了贵族的代表外，也包括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第４２７页。

 息斯莱达尼亚的奥地利，或息斯莱达尼亚——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包括

奥地利本部、捷克、莫拉维亚、加里西亚、布柯维纳等地。特兰斯莱达尼

亚就是匈牙利王国，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等地。

（这两部分的名称来自它们的分界河莱达河。）——第４２８页。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应届大会于１８６９年３月２８—３１日在爱北斐特—巴

门召开。会上宣布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并且建议联合会的成员以

个人的方式加入国际。——第４２９页。

 巴塞罗纳支部的周刊，后来是国际联合会的周刊，叫“联盟”（《ＬａＦｅ

ｄｅｒａｃｉｏｎ》，１８６９年８月至１８７３年用西班牙文出版。

国际荷兰中央支部的周刊从１８６９年起是“工人报”（《ＤｅＷｅｒｋ

ｍａｎ》），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４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４２９页。

 骚扰取缔令（Ｒｉｏｔａｃｔ）于１７１５年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

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

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４３０页。

 这项决议是在北明翰召开的英国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以代表

身分出席大会的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的建议通过的，发表在１８６９

年９月４日“蜂房报”第４１２号上。大会从１８６９年８月２３日开到２８日，

会上通过决议：力争在联合王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下次大会上详细

讨论土地问题。——第４３１页。

 “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是

在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６日总委员会讨论爱尔兰问题时由马克思提出的。

１８６９年的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地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

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关于芬尼亚社社员见注１９５）；在许多次群众大

会（里美黎克和其他城市）上通过了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

革命者。英国政府首脑格莱斯顿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要求。他在１８６９年

１０月１８日和２３日给争取大赦运动领导人奥谢和巴特的信中作了答

１８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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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这些信件载于１８６９前年１０月２３日和２７日的“泰晤士报”（马克思

对格莱斯顿答复的评论见本卷第６６５—６６８页）。英国政府拒绝赦免被

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事，引起了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４日的伦敦抗议示威

游行。伦敦工人参加了游行；马克思也参加了这次游行。

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９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决定讨论不列颠

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

立场。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曾两次发言（见本卷第６６４—６６９页），结果

在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只有一处根据英国工联改良主义领袖之一奥哲尔的提议作了修改，即

删去了决议第一段中“有意地”三字。

决议草案的草稿见于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８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的

手稿，此外草案也见于埃卡留斯所做的总委员会记录中。决议发表于

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１日“雷诺新闻”、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人民国家报”第１７

号、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国民改革者”、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平等报”第

４７号、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国际报”第４８号等。

列宁在他的著作“论民族自决权”中曾经全文引用了这一决议草案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４４０页）。——第４３３页。

 指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７日格莱斯顿在新堡所做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祝贺杰

·戴维斯担任分裂出来的南部蓄奴州同盟的总统。这一演说发表于

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９日的“泰晤士报”，在总委员会的这次讨论中曾经不止

一次地提到这个演说。——第４３３页。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替代了以迪斯累里为首的托利

党政府。自由党提出的、使他们得以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的蛊惑性口

号之一，就是格莱斯顿关于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诺言。当竞选正在激烈进

行的时候，反对党在下院的会议上批评了托利党在爱尔兰的政策，把它

同十一世纪时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的征服政策相比。——第４３３

页。

 由于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在１８６９年１１月挑起反对总委员会的运动，

卡·马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左右写成“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

２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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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委员会”这一通告信。巴枯宁曾经企图把总委员会移到日内瓦，从

而达到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控制国际的领导的目的，当这一企图失败

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转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一伙追

随者在瑞士周报“平等报”编辑部里攫取了多数。这家报纸还在１８６９年

１１月６日（第４２号）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总委员会违反了章程中

规定由总委员会出版各国工人状况的通报的条文。１１月１３日，这家报

纸的第４３号上又发表了第二篇社论，提议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

会委员会，据说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易于完成在领导国际共同事务方面

的职能。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７日该报（第４５号）又在社论中鼓吹摒弃政治，

还援引了被歪曲的法译本共同章程。最后，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平等

报”（第４７号）刊出了对总委员会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见本卷第

４３３—４３４页）的评论，激烈攻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进步

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４日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平等报”和“进步报”

的攻击问题。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于

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经总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并被分发给国际各支部。

同时，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于１８７０年１月初，在未接到通告信

以前，就对巴枯宁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结果使同盟分子（佩龙、罗班

等）退出“平等报”编辑部。关于这一点详见本卷第４７７—４７８页。

这份最初不是为了在报刊上发表的文件曾部分地发表在卡·马克

思和弗·恩格斯于１８７２年写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它

第一次全文发表是用德文刊载在１９０２年７月１２日“新时代”杂志第１５

期（第２卷）。保存下来的手稿有好几份（两份手稿副本：一份是燕妮·

马克思抄的，经马克思校正过，另一份是海·荣克抄的。还有一份马克

思的手稿，附在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８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里）。本版

所根据的是第一份手稿。——第４３５页。

 “进步报”（《ＬｅＰｒｏｇｒèｓ》）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该

报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０年４月在勒 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编是吉

约姆。——第４３５页。

 “劳动报”（《ＬｅＴｒａｖａｉｌ》）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国际巴黎各支部机关报，

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３日至１２月１２日在巴黎出版；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装订工人欧仁·瓦尔兰。——第４３６页。

３８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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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福利同盟——１４６４年年底在法国出现的封建贵族联盟，它反对国

王路易十一所执行的把法兰西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

策。同盟的参加者打着争取法兰西“共同福利”的旗帜。——第４３６页。

 “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第１—７号，１８６９

年９月７—１４日，第９０页（《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ｉｎＢａｓｅｌ》， １—７，７—

１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９，Ｓ９０）。——第４３７页。

 土地和劳动同盟是１８６９年１０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

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埃卡留斯根据马克

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见本卷第６５７—６６３页），除了若干一般民主主

义的要求（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

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

求。

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在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化中起作用，把它看做

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到１８７０年秋天，

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已在同盟中加强了，同盟逐渐地同国际失去了联

系。——第４３８页。

 指英国政府在镇压１７９８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英

爱合并。于１８０１年１月１日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

迹，并且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合并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臻于巩

固。实行合并的后果之一是取消了十八世纪末爱尔兰议会为维护新生

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来爱尔兰的工业便完全雕

蔽了。——第４３９页。

 “工人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１８６４年巴黎版］第１页

（《ＣｏｎｇｒèｓＯｕｖｒｉ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

ｌｅｕｒｓ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ｓｏ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４］，ｐ１）。——第４４１

页。

 指１８６６年夏天发表的由沙·龙格译的“临时章程”法译文。译文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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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报社出版的小册子《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ｓｕｉｖｉｄｕ 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ｓｏｉｒｅ》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６６。——第４４２页。

 指刊登在１８６９年７月１６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８２号上的编辑部的

文章。——第４４２页。

 李卜克内西１８６９年２月１８日的声明刊登在１８６９年２月２０日“民主

周报”第８号。——第４４３页。

 关于施韦泽的拒绝的消息发表在１８６９年２月２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２４号。——第４４３页。

 总委员会委员、彩画工人罗伯特·肖于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去世。马克

思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４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被选入参加将于１月５日举

行的葬礼的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总委员会还决定将肖去世的消息告

知国际各支部。马克思当时负责代表总委员会同国际比利时各支部领

导人德·巴普通信，他就把这份讣告附在１８７０年１月８日写给巴普的

信中。

讣告载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１６日“国际报”第５３号，编辑部加的标题

是：“伦敦来信”。——第４４４页。

 这篇序言是弗·恩格斯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１１日左右为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在莱

比锡出版的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７卷第３８３—４８３页）德文第二版写的。

序言最初刊载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日和６日“人民国家报”第２７号和

第２８号，以后于同一年载于“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单行本。后来作者

又补写了序言的第二部分，序言全文于１８７５年载入该书第三版。——

第４４６页。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史”１８４１—１８４３年斯图加特版第１—３部

（Ｗ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ｇｒｏβｅｎＢａｕ

ｅｒｎｋｒｉｅｇｅｓ》 Ｔｈ１—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４１—１８４３）。—— 第４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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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的

极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

持。——第４４６页。

 指卡·马克思的著作“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它包括

１８５０年１月至１１月１日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的一系

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９—１２５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第４４７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８２页。——第４４８页。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１８６６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放弃了资产

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

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

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第４４８页。

 三个邦指巴伐利亚、巴登、维腾堡。——第４４９页。

 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

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４４９页。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意志人民

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

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

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

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

德国。

１８６６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

民党的这个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

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

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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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１８６９年８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

立。——第４４９页。

 见注７９。——第４５０页。

 １８６９年９月１０日，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土地所有制问题通过

了由马克思的拥护者提出的以下的决议：

“（１）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的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

（２）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而把它变成公有制。”——第４５４页。

 “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 一文是马克思为了在欧洲公众

面前揭露格莱斯顿政府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而寄给“国际报” 的。

１８７０年３月９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提到这篇文章，说它

是一份草稿，是作为私人信件寄给“国际报”编辑德·巴普的。马克

思原以为德·巴普会根据草稿写一篇文章。但是编辑部把马克思寄来

的草稿分成两部分，一字不改地发表于该报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７日第５９号

和３月６日第６０号。编辑部在第５９号上还在括号内作了简单的说明，

并加了如下的一段按语：“我们将在本报最近一期发表关于杀害迈克

尔·泰伯特一事的调查结果，以及我们对于这一有关被囚禁的芬尼亚

社社员的极端重大的事件的看法。不言而喻，我们完全和我们的通讯

员一样，对这种虐待极为愤慨。”编辑部在第６０号上加了第一段和以

下的结尾：

“我们把经过情况综述如下：泰伯特曾经被关在只有单人牢房的蒙

特乔伊监狱。在来到这个监狱几个月之后，奥唐奈医生曾要求将泰伯特

转移到不实行单独监禁制度的斯派克岛；他的理由是，该犯人的健康状

况已使他不能经受单独监禁。

对医生的要求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不错，在斯派克岛监狱中，犯人

是关在一起，但对受惩刑的人另有单人牢房；监狱千方百计地不断对泰

伯特实行惩罚，因而使他受到致命的单独监禁。当这个不幸的人每次离

开病床以后，就只给他吃一点面包和水，而他却是需要很好的照顾才能

完全恢复的。医生凯利这个坏蛋用科学的威信来掩饰这种谋杀。请注意

典狱长彼得·海依的证词。证词中谈到，大部分的惩罚是由于该犯人对

７８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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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敬而引起的；因此，凯利医生不仅没有对虐待该犯人提出抗议，

还为惩罚他提供种种口实。他既是告密者，也是刽子手。

这样，裁决就谴责了彼得·海依和凯利这两个凶手。但事情也就

到此为止，它们不仅没有被查办，而且保住了自己的职位；此外，格莱

斯顿很可能还要提拔他们；他们可以一直亨受自己犯罪的果实，直到

举行人民审判的那一天。在这些罪犯逍遥法外的时候，人民却在准备

绞架；可以相信，由于人类的荣誉，海依和凯利绝不会得到善终，人们

将把他们私刑处死，以告诫那未来的坏蛋们，——如果反动派能再次

得势的话。

这些卑鄙的坏蛋，从帝王和他们的大臣直至最下贱的刽子手，都在

异常漫不经心地制造着将加于他们头上的可怕的报复！那些把自己的

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人应当知道：每一次暴行，每一件卑鄙行

为，每一件邪恶的事情，每一滴眼泪，我们都要记下来；我们将给每个人

记一本总账，而已经有不少人负债累累了。那些摧残和压迫人民还不太

多的人，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洗手并努力赎罪吧。那一天终将到来，

那时再求饶就晚了。人民将毫不容情，因为他们必须为千百万死难者复

仇。”——第４５６页。

 指加里波第“僧侣的统治，或十九世纪的罗马”１８７０年伦敦版（Ｇａｒｉ

ｂａｌｄｉ《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ｋ，ｏｒＲｏｍｅ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０）。——第４５６页。

 “爱尔兰人民”（《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是爱尔兰的一家周报，芬尼亚社

的主要机关报，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６５年在都柏林出版；以后为英国政府所查

禁，编辑部成员遭到逮捕。——第４５７页。

 指１６７９年英国议会通过的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Ａｃｔ（人身保护法）。根据这

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３天

到２０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Ａｃｔ不适用于

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第４５９

页。

 格莱斯顿在小册子“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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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信”１８５１年伦敦版（《Ｔｗｏ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ｏｆ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ｐｏｌｉｔ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中曾揭露斐迪南二世的那不勒斯政府虐待被囚禁的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民族解放斗争参加者。——第４６０页。

 ＬａｎｄＢｉｌｌ（土地法案）是１８７０年上半年在英国议会中提出讨论的对爱

尔兰的法案。格莱斯顿在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这一法案时借口是帮

助爱尔兰租佃者，但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因此这一法案实质上是保全

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法案为他们保留了提

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规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

壤改良工作给予一定的补偿并规定了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土地法案于

１８７０年８月通过。大地主们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

行破坏。法案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爱尔兰大农场经济的积聚和爱尔

兰小租佃者的破产。——第４６０页。

 指１８７０年２月１５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于１８７０年

２月１６日“泰晤士报”。——第４６０页。

 迈克尔·泰伯特死亡一案调查结果公布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１９日“爱尔兰

人报”第３４号。

“爱尔兰人报”（《ＴｈｅＩｒｓｈｍａｎ》）是爱尔兰的一家资产阶级民族主

义倾向的周报，１８５８年至１８８５年先后在拜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该

报曾经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第４６２页。

 第一国际俄国支部是由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于１８７０年春季在瑞士成

立的，这些政治流亡者是一些受过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

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熏陶的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

想的青年。１８６９年逝世的国际会员亚·亚·谢尔诺 索洛维也维奇在

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２日，支部委员

会把它的纲领、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

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俄国支部的纲领规定支部的任

务如下：“１ 利用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其特殊方式和方法决定于国内

状况本身）在俄国宣传国际协会的思想和原则；２ 协助在俄国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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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中建立一些国际支部；３ 帮助建立俄国劳动阶级和西欧劳动阶级之

间的巩固的和团结一致的联系，并通过互助来促使他们共同的解放目

的能够较顺利地实现。”（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５日“人民事业”创刊号）

在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２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

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俄国支部在马克

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

助。俄国支部的成员——尼·吴亭、安·特鲁索夫、叶·巴尔田涅娃、格

·巴尔田涅夫、伊·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科尔文 克鲁科夫斯卡娅积极

地参加了瑞士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支部曾经试图同俄国本土的革命

运动建立联系。支部实际上在１８７２年解散了。

马克思的信刊登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５日“人民事业”报创刊号上。

“人民事业”（《Ｈａｐｏòｈｏｅòｅπｏ》）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１８６８年

至１８７０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从１８７０年４月起改为报纸）；第一期

是巴枯宁主编的，后来，从１８６８年１０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尼·吴亭等

人）同巴帕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１８７０年４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

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

件。——第４６３页。

 “机密通知”是卡·马克思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８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委员会而写的。这个文件包括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总委员会的通告信的全

文，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把它寄给路·库格曼，请求他转交给委员

会的委员白拉克和其他委员。

“机密通知”是按马克思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８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所附的

手稿刊印的。通知最初用德文第一次全文发表于１９０２年７月１２日“新

时代”杂志第１５期（第２卷）上。——第４６５页。

 这里指的“实证哲学”（《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是法国的一家哲学杂

志，宣传奥古斯特 · 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学；１８６７年至１８８３年在

巴黎出版。格 · 威卢博夫是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第４６６

页。

 “平等”周报（《Ｌ’Ｅｇｕａｇｌｉａｎｚａ》）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那不勒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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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机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１月至１８７０年１月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

响。——第４６８页。

 这里指的是１８５８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

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马克思从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３日约

·菲·贝克尔的信中得知这件事的消息。——第４７８页。

 根据总委员会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２日的决定，“蜂房报”被宣布为协会的正

式机关报，这一点曾在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版附录中做过通知。但

该报与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有密切联系，

事实上仍然站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立场上，并对协会采取模棱两可的

态度——拖延国际的文件的发表并加以伪造，随意处置关于总委员会

会议的报道。正如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

的，“蜂房报”在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扮演了特别可耻的角色，

它竟拒绝刊载为芬尼亚社社员申辩的决议。在总委员会一再予以警告

和国际在各国的会员纷纷提出控诉之后，关于“蜂房报”编辑部的行为

的问题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６日提交总委员会讨论。马克思作了详尽的发

言，这个发言现在仅有简短的记录保存下来（见本卷第７０１页）；马克思

受委托就这个问题起草准备在报刊上发表的声明。声明由马克思于５

月３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１日“人民国家报”

第３８号。决议还刊载在１８７０年５月“先驱”杂志第５期和国际的其他

许多机关报刊上。保存下来的决议原文是贴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总委

员会会议记录上的马克思的手稿。——第４８０页。

 自由派资产者赛米尔·摩里于１８６９年买下了“蜂房报”，成为它的出版

人。——第４８０页。

 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为了巩固它摇摇欲坠的地位，定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８日

举行全民投票。问题是被这样提出的：如果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

同，那也就是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国际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行业工人协会

联合总会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４日发表宣言，揭露这一蛊惑性的手腕并号

召工人拒绝参加投票。

在全民投票的前夜，巴黎联合会的一些成员被捕。他们被指控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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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阴谋，准备暗杀拿破仑第三。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及法国其他城市

也开始逮捕国际的会员。从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２日到７月５日，对国际巴黎

联合会的成员进行了第三次审判。最后，所谓进行阴谋的指控破产了；

被告们被控的罪名是参加国际，而不是参与臆造的阴谋。

马克思写的这份呼吁书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３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

过，附有总委员会委员签名的英文呼吁书印成了传单，同时也发表在

１８７０年５月４日的“每日电讯”和１８７０年５月７日的“东邮报”上。马克

思亲自翻译的法文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７日“马赛曲报”第１３８

号、１８７０年５月８日“自由报”第１５０号、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４日“平等报”第

２０号和其他报纸上；德文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１日“人民国家

报”第３８号和１８７０年５月“先驱”杂志第５期上。在本版中呼吁书是按

贴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３日的总委员会记录上的卡·马克思的手稿译的。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是一家英国日报，于１８５５年在伦

敦创刊。

“东邮报”（《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ｏｓｔ》）是一家工人周报，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３

年在伦敦出版。从１８７１年２月起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

“马赛曲报”（《Ｌａ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

机关报，１８６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０年９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

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４８３页。

 对国际巴黎理事会的第一次审判发生在１８６８年３月。第二次审判发生

在１８６８年５月２２日至６月１９日。——第４８４页。

 这份决议是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０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由海·荣克代因病缺

席的马克思提出的。在１８６８年７月７日总委员会作出决议（见本卷第

３５２页）之后已与国际完全脱离关系的在伦敦的一小伙法国小资产阶

级流亡者、费·皮阿的追随者，仍旧自称为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并用国

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印发文件。１８６９年间在总委员会里不止一次地提出

与这一小伙人正式划清界限的问题。１８７０年春，划清界限更显得特别

必要了，因为这时在法国正在准备对国际的会员进行第三次审判，而这

个所谓“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一些文件已被用来作为起诉的材料，

其中包括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２０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呼吁书，在那份呼吁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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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同费·皮阿领导的秘密共和团体“革命公社”被混为一谈。

保存下来的英文的决议是贴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０日记录上的马克思

的手稿；决议还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４日“蜂房报”第４１８号。

保存下来的还有奥·赛拉叶手抄的法文决议，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５月

１４日“马赛曲报”第１４５号、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５日“国际报”第７０号和１８７０

年５月２１日“平等报”第２１号。德文决议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１日“人民

国家报”第４１号。本版所根据的是决议的手稿，并同“蜂房报”校对

过。——第４８５页。

 关于改变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应届

代表大会应在巴黎举行）的建议，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７日的总委

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这个建议的提出是由于拿破仑第三政府加紧了对

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特别是对国际的迫害。

然而由于１８７０年７月爆发了普法战争，代表大会也未能在美因兹

举行。在１８７０年８月２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提出征求地方支

部和联合会对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意见。在征得各地方组织的同意后，

总委员会于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３日把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时间正式延期

“到更适当的时候”。

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在美因兹召

开应届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５日“人民国家报”

第４２号，后来又载于１８７０年６月“先驱”杂志第６期、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８

日“平等报”第２２号和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９日“米拉波报”第４５号。决议的

英文原文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同时爱琳娜·马克思的手抄副本

也保存了下来。

“米拉波报”（《ＬａＭｉｒａｂｅａｕ》）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１８６８年至

１８７４年在佛尔维耶出版；是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第４８６页。

 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１８７０年６月１４日马克思和恩格斯

就即将在１８７０年９月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而写的。在１８７０年５

月１７日总委员会决定在美因兹举行应届代表大会后，施土姆普弗应李

卜克内西的委托，于６月１１日写信给马克思，请求把代表大会的召开

日期改到１０月，因为９月德国要进行国会选举。６月１２日，社会民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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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员会和盖布分别向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提出同样的请求。马克思坚

决反对延期召开代表大会；除了这个文件以外，他还在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７

日致社会民主工党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见本卷第

７０２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刊登在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６日“人民国家报”

第５１号和“莱比锡叛国审判案。关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２６日对李卜克

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图谋叛国提出起诉期间陪审法庭会议的详细报

告”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版（《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ＨｏｃｈｖｅｒｒａｔｈｓｐｒｏｚｅβＡｕｓｆü

ｈｒｌｉｃｈｅｒＢｅｒｉｃｈｔ 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Ｓｃｈｗｕｒｇｅｒｉ

ｃｈｔｓｚｕＬｅｉｐｚｉｇｉｎｄｅｍＰｒｏｚｅβｇｅｇｅｎ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Ｂｅｂｅｌｕｎｄ

Ｈｅｐｎｅｒ ｗｅｇｅｎ Ｖｏｒｂｅｒｅｉｔｕｎｇｚｕｍ Ｈｏｃｈｖｅｒｒａｔｈｖｏｍ １１—

２６Ｍ ａｒｚ１８７２》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２）一书。这封信于１８７４年和１８９４年

进行再版；１８９４年版是威·李卜克内西受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托

准备的。——第４８７页。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１８７０年６月４—７日举

行。——第４８７页。

 “北德通讯”（《ＮｏｒｔｈＧｅｒｍａ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是俾斯麦政府于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年间在柏林用英文出版的通报。

韦耳夫基金——是由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贿买报刊的一种特别

基金。——第４８９页。

 在“平等报”编辑部改组后（见注３２９），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阵

地，他们在保证了自己有形式上的多数票之后出席了１８７０年４月４—

６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当时巴枯宁分子拥

有２１张代表资格证，代表那些不大的而且有些是虚构的支部，而由于

这一原因或那一原因反对巴枯宁的日内瓦各支部和各地方支部却分

别只有１２张代表资格证和６张代表资格证。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列有

关于工人阶级对政治斗争的态度的问题，巴枯宁分子则与日内瓦各支

部相对地提出了完全摒弃政治斗争的说教，还援引了伪造的法文本章

程。由于巴枯宁的坚持，代表大会一开头就讨论接受新成立的各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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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问题。在是否接受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的名为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见注３０５）的支部和拉绍德封的巴枯

宁派支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

尼·吴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发生了分裂：日内瓦的代表

和其他拥护总委员会的人独立地继续开会。

同盟的支持者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

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区就有了

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巴枯宁分子着手

办“团结报”（《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该报由詹·吉约姆编辑，在纽沙特尔出

版，后来又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１日至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２日在日内瓦出版，它

的前身是“进步报”。

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２日总委员会接到有关代表大会上的事件的消息

后，委托海·荣克收集补充材料，总委员会于４月和５月间的一系列会

议上听取了关于这些材料的报告。为了答复日内瓦委员会委员们的坚

决请求，总委员会于６月２８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议由瑞

士通讯书记荣克寄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并且发表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３

日“团结报”第１６号和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４日“米拉波报”第５３号。——第

４９０页。

 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１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日内瓦对建筑工人

实行的同盟歇业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被委托起草告欧洲和美国

务工会及国际各支部书。马克思写的呼吁书在７月５日的会议上被总

委员会批准，并且用英、德、法三种文字印成传单：《ＴｈｅＬｏｏｋｏｕｔｏｆ

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ｓａｔＧｅｎｅｖａ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ｅ

ＡｕｓｓｐｅｒｒｕｎｇｄｅｒＢａｕ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ｉｎＧｅｎｆＤ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ａｔｈ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ｕｎｄＡｒ

ｂｅｉｔｅｒｉｎｎｅ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ａｕｎｄｄ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Ｌａ

ＧｒèｖｅｄｅｓｃｏｒｐｓｄｅｍéｔｉｅｒｓｅｎｂａｔｉｍｅｎｔàＧｅｎèｖｅＡｐｐｅｌｄｕ

Ｇ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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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ａｕｘ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ｅｔ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ｓｅｓｄｅＩ’Ｅｕｒｏｐｅｅｔｄｅｓ

Ｅ
′
ｔａｔｓＵｎｉｓ》 德文稿还刊登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３日“人民国家报”第５６

号、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６日“人民意志报”第２５号和１８７０年７月“先驱”杂志

第７期上。本版以英文传单为根据，并同德文和法文稿校对过。最重要

的不同之处均做了脚注。

“人民意志报”（《Ｖｏｌｋｓｗｉｌｌｅ》）是奥地利的一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０年１

月至１８７４年６月在维也纳出版。——第４９１页。

 指１８７０年６月２日内瓦州建筑业主联合会会议上通过的、以招贴画形

式刊印的呼吁书。呼吁书把在日内瓦组织罢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国际

身上，企业主们要求当局运用联邦宪法中规定政府有权把“危害瑞士内

部和外部安全的外侨”驱逐出境的条文。——第４９２页。

 “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是马克思为筹备应届代表大会而写的。在１８７０

年６月２８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建议在各支部讨论关于改变总

委员会驻在地的问题，理由是必须不要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造成

优越条件；马克思的建议被通过了。但是它遭到了总委员会委员黑尔斯

的反对。总委员会在７月５日和１２日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黑尔

斯的建议被否决。７月１４日，马克思把机密通知转交给海·荣克，以便

把它送往瑞士；由总委员会比利时通讯书记奥·赛拉叶寄给德·巴普

的原稿也被保存下来了。各支部反对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认为伦敦

是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关进行活动的最适宜的地方。

本卷所载的通知是按照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４日马克思给海·荣克的信

中所附的手稿译的，这个当时并不是为了发表的文件现在是第一次发

表。——第４９４页。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２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起草的应届代表大会（这次

代表大会应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５日在美因兹开幕）的议程。在总委员会开

会讨论这个议程时，马克思曾几次发言对某些问题进行解释。总委员

会所批准的议程用英文印成传单，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

表大会”（《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４日给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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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信中列出了议程的全文，并建议保留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排列次序。

本版中所载的议程是根据此传单更为完整的这份手稿。

美因兹代表大会的议程还分别用法文和德文登载在１８７０年７月

３０日“团结报”第１７号、１８７０年７月３１日“自由报”第１６２号、１８７０年

８月１３日“人民国家报”第６５号和１８７０年７月“先驱”杂志第７期

上。——第４９５页。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是马克思为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６

日总委员会讨论爱尔兰问题时准备的发言提纲。１１月１９日开始的在

总委员会上对爱尔兰问题的讨论（见注１９５），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改在

下一次会议上举行。马克思准备在下次会议上发言。但是在会议前不

久，在１１月２３日，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在曼彻斯特被处决。马

克思认为，在处决使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这篇准备好的发言已经不适用

了；于是他改让彼·福克斯发言，而且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

由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出面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谴责英国政府的血

腥行为更为合适。以后，马克思在准备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

就爱尔兰问题作报告（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６日马克思所作的报告的提纲见

本卷第５０６—５２２页，这一报告的记录见本卷第６３７—６３９页）时，利用

了未作的发言的提纲和准备时收集的材料。

１９３６年莫斯科出版的普·凯尔仁策夫所著“爱尔兰为独立而斗

争”一书中曾经从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中做了一些摘

录。——第４９９页。

 指长期议会在１６５２年８月１２日，即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

１６４１—１６５２年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为英国镇压以后所通过的

爱尔兰组织法令。法令从法律上巩固了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建立的血

腥的暴力和恐怖的统治制度，并且准许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

阶级化的贵族大批地掠夺爱尔兰土地。根据这一法令，大多数的爱尔

兰本地居民都犯有“暴乱罪”。“罪犯”中甚至包括那些虽然并没有直接

参加起义但是没有对英国表示应有的“忠诚”的爱尔兰人。被宣布为

“罪犯”的人按参加起义的情节分成几类，分别受到残酷的镇压：判处

死刑、驱逐出境、财产充公。１６５３年９月２６日，对爱尔兰组织法令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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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了一项新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将财产被充公的爱尔兰人强迫移至

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克勒尔郡，并规定一种制度将充公的爱尔兰人的土

地分配给议会的债权人、英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这两个法令都巩固

并扩大了英国大地主势力在爱尔兰的经济基础。——第４９９页。

 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Ａｃｔ——见注３５６。——第４９９页。

 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１９日，英国女王向议会致词时曾经用这几个字评价芬尼

亚运动，马克思也就借用这几个字形容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芬尼亚社社

员的血腥政策。

“纪事”周刊（《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是英国的天主教派的周刊，１８６７—

１８６８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９９页。

 １８４０年，路易·波拿巴在布伦发动没有成功的政变时，枪伤了一个政

府军的军官。恩格斯在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２４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一事

件，他指出，英国统治阶级因同样的行为（而且是莫须有的罪名）把芬尼

亚社社员送上绞架，而同时对戴上了皇冠的罪犯——拿破仑第三却奴

颜婢膝，卑躬屈节。——第４９９页。

 “谷地制”是爱尔兰特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较大的租佃者

——通常是投机中间人——将土地划成半英亩或一英亩的小块，以极

苛刻的条件转租给最贫困的租佃者或雇农。十八世纪通过一项法令，规

定出租的小块土地种植谷类作物，“谷地制”（ｃｏｒｎａｃｒｅ）即由此得

名。——第５０２页。

 １８４６年，谷物法的废除引起了谷物价格的下跌（由于英国对爱尔兰粮

食的需求减少），同时在爱尔兰对羊毛及其他畜产品的需求却增加了；

这促使大地主和富有的农场主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畜牧业，结果，在十九

世纪中叶导致了把爱尔兰小租佃者大规模地逐出土地（“清地”）。——

第５０３页。

 马克思在分析“清地”给爱尔兰农民造成的灾难时，在这里提到了一个

类似的过程，即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英国和苏格兰贵族用暴力夺取

苏格兰山地居民（盖尔人）的土地。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评述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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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６９—５７６页），以及“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

章（“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９２１—９２５页）。—— 第

５０３页。

 圆颅党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对议会派的称呼，因为他们按

清教徒的习惯剪短发，而不是像骑士党（王党）那样留长发。—— 第

５０３页。

 见注３３５。——第５０３页。

 解放天主教徒的斗争是十九世纪前几十年中争取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

权利的限制的运动（天主教徒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领导这

一运动的是以奥康奈尔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用解放天主教徒的

口号来吸引农民群众。这一运动于１８２９年即告结束，那时天主教徒获

得了担任某些政府职位和选入议会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

却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企图用这种手腕来拉拢爱尔兰资产阶级

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人物，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

动。——第５０４页。

 指改革同盟（见注１７０）拒绝支援爱尔兰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１８６７年

１１月１日的改革同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的决

议，对芬尼亚运动进行指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７年１１月讨

论爱尔兰问题时，对改革同盟委员会的这一决议进行了严厉的谴

责。——第５０５页。

 现在发表的这一提纲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议上就爱尔兰问题所作的报告的基础。出席这次

会议的还有伦敦许多别的工人团体的代表以及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些成

员。报告时间是一小时半，报告引起了会议参加者的极大兴趣。马克思

被邀请就同一题目在伦敦其他的德国工人团体中作报告。尽管这个提

纲相当详细，但它还只是一个最初的草稿，没有包含马克思所作报告的

全部内容。——第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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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爱尔兰的三次最大的民族解放起义。第一次起义（１６４１—１６５２年）发

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爱尔兰农民和被剥夺的贵族对英国专

制政体实行殖民政策（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

革命的年代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的回答。参加起义的有受到没收领地的

威胁的英格兰爱尔兰氏族贵族（征服爱尔兰并和爱尔兰氏族贵族通婚

的英国封建主的后裔），以及很大一部分天主教神甫。大多数的起义领

导人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在克伦威尔指挥下的英格兰共和国军队对

起义的镇压加强了因对爱尔兰进行殖民掠夺而致富的“新兴的”贵族的

地位，并促使君主政体１６６０年在英国复辞。

第二次起义（１６８９—１６９１年）的起因是英国１６８８年的政变（“光荣

革命”），这次政变确立了以奥伦治王朝的威廉三世为首的资产阶级贵

族的立宪君主政体。被从英国放逐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企图

利用爱尔兰的运动夺回王位，曾经正式领导起义。但是詹姆斯派的英国

反动分子和爱尔兰起义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在爱尔兰起义者的压力之

下，詹姆斯二世不得不暂时承认爱尔兰议会的独立以及废除认可没收

爱尔兰土地的殖民主义法令。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以起义者的失败而

告结束。

殖民压迫、英民政府破坏爱尔兰爱国组织的挑衅性恐怖政策、殖民

当局和英国大地主招募的反动匪帮的胡作非为，引起了第三次起义

（１７９８年５—６月）。这次起义是因受美洲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而加强起来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的最高潮。领导这次起义的是资产阶级爱国团体爱尔兰人联合会（１７９１

年沃尔夫·汤恩在拜尔法斯特创立）中革命的一派，他们的代表人物力

图宣布爱尔兰为独立的共和国。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同起义者的基

本群众农民联系极差，在起义前夜，它的组织者大部被捕，加以运动带

有分散性和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发性，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失败。法国登陆

部队企图在爱尔兰登陆帮助起义者，结果也遭到了失败。英国政府在残

酷地镇压了起义之后，于１８０１年实行了殖民主义的英爱合并（见注

３３５）。——第５０６页。

 １１５５年左右，罗马教皇阿德里安四世颁布了一个训谕，赏赐英王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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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世以爱尔兰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并且准许在整顿宗教事务的借口下

征服这一国家，其交换条件是英王答应使爱尔兰教会服从罗马教皇。亨

利二世就利用这一“赏赐”，于１１７１年发动了对爱尔兰的远征。

１５７６年，由于信奉新教的英国和天主教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

化，罗马教皇格雷哥里十三宣布剥夺伊丽莎白女王的爱尔兰王

位。——第５０７页。

 佩耳（Ｐａｌｅ，原义为“栅栏”）是中世纪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区的名称，这

种殖民区是十二世纪时英格兰诺曼封建主征服爱尔兰岛东南部以后建

立的。征服者在殖民区的四周筑起了围栅（上述名称即由此而来），并利

用它作为基地，对爱尔兰未被征服部分的居民不断发动战争，最后终于

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征服了爱尔兰全国。——第５０７页。

 指十三世纪末首次召集的英爱议会，最初由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区（佩

耳）的大封建主和上层教士的代表组成。随着英国人的势力扩大到爱尔

兰全岛，议会成为英国驻爱尔兰总督属下的英格兰贵族和英格兰爱尔

兰贵族的代表机构；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根据１４９５年颁布的法

律，只有在皇家枢密院的准许之下，议会才能召开并通过法令。由反动

分子组成的、实际上并无主动立法权的英爱议会，在长时期中只是英国

殖民当局的工具。直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

下，英国政府才不得不同意扩大爱尔兰议会的权力；不过，自１８０１年实

行英爱合并后，爱尔兰议会就被根本取消了。——第５０８页。

 见注３８１。——第５０９页。

 指里美黎克投降；投降协定于１６９１年１０月由爱尔兰起义者和英国司

令部的代表签订并经英王威廉三世批准。根据协定，起义军在保持荣誉

的条件下投降；士兵和军官有权就职国外或加入威廉三世的军队；允许

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爱尔兰居民获得大赦，保留财产，并享有选举权及

信仰自由等。里美黎克协定签订几个月之前，高尔威等城市起义的守军

投降时，也签订过类似的协定。这些协定中所规定的条件很快就为英国

殖民者所破坏。——第５０９页。

 指在爱尔兰置有地产、但经常住在英格兰的大地主；这些不在当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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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地产由残酷剥削农民的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租给投机中间人，

这些中间人再把土地划成小块转租给佃农。——第５１０页。

 威·莫利纽“英国议会法令束缚下的爱尔兰的状况”１６９８年都柏林版

（Ｗ Ｍｏｌｙｎｅｕｘ《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ｓＢｅ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ｂｙＡｃｔｓ

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ｄ》Ｄｕｂｌｉｎ，１６９８）。——第５１０

页。

 惩治法典（ＰｅｎａｌＣｏｄｅ或ＰｅｎａｌＬａｗｓ）是十七世纪末起特别是在十八

世纪上半叶时英国殖民者以反对天主教阴谋和英国国教的敌人作借

口，为爱尔兰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剥夺了本地爱尔兰

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这些

法律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继承、接受和转让财产之权，并且广泛采

取因极小的一点过失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做法，因而成为剥夺还保有

土地的爱尔兰所有者的工具。惩治法典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规定了苛

刻的租佃条件，更便于英国的大地主和土地中间人奴役他们。这一法

典也企图消灭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封闭爱尔兰本民族的学校，对教师、

爱尔兰天主教教士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等等。直至十八世纪末叶，由

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惩治法典的很大一部分才被废

除。——第５１０页。

 自由地产是小地产的一种，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自由地产的

所有者向贵族缴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

地。——第５１２页。

 指１８１５年英国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结束。——第５１２页。

 茅舍贫农是农民的一种，起源于中世纪时少地或无地的农民。由于在爱

尔兰很难得到土地，他们不得不以极苛刻的条件租佃土地，为了获得一

小块土地和一间小屋（茅舍）而替大地主或富有的土地租佃者从事力不

胜任的劳动。茅舍贫农的地位接近于农村雇佣工人。——第５１４页。

 合并取消运动是以取消１８０１年的英爱合并（Ｒｅｐｅ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ｏｎ）为口

号的运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这一运动在爱尔兰获得极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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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领导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只是把取

消合并的鼓动当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一些微小让步的

一种手段。１８３５年，奥康奈尔和辉格党的领袖们订立了利奇菲耳德府

邸协定（谈判在伦敦的利奇菲耳德勋爵府邸中举行，故名），根据这一协

定，辉格党允许给爱尔兰有产阶级一些特惠，奥康奈尔则答应在议会中

支持辉格党人并促使爱尔兰的群众运动结束，作为交换条件。根据这一

勾结，奥康奈尔及其追随者停止了取消合并的鼓动，但是在爱尔兰人民

不满情绪高涨的影响下，他们不得不在１８４０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

会，但是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统治阶级妥协。协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末期解散。——第５１５页。

 见注３８５。——第５１８页。

 本卷所发表的“爱尔兰史”的一些章节是恩格斯准备就这个题目写作的

长篇历史著作的一部分，１８６９年的后几个月和１８７０年上半年他曾从

事这一著作的写作。恩格斯写作的意图，是以爱尔兰历史为例，揭露英

国殖民统治的制度和方法，指出它不仅对被压迫民族而且对压迫民族

的历史命运造成恶果，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

著作中以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态度对爱尔兰的历史和现实所作的歪曲。

１８６９年夏天，恩格斯就想写一部爱尔兰的历史。他于这一年的９

月在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以便进一步熟悉这个国家。为了从事这一著

作，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文献和各种历史资料，其中有古代和中世纪著

作家的著作，年表，古代法律汇编，各种法令，民间传说，古代文学作品，

游记以及许多历史、考古、经济、地理和地质方面的著作。现在保存下来

的、恩格斯所开列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书目计达１５０种以上。在他这时

期所做的１５本笔记中，大部分是为本书准备的材料，此外还有札记、单

页片断、剪报等。为了研究爱尔兰的史料，恩格斯还不得不学习古爱尔

兰语。爱尔兰年表和古斯堪的那维亚史诗的某些片断就是由恩格斯自

己译成德文的。在研究爱尔兰历史时，马克思经常给恩格斯帮助，他认

为恩格斯的著作很有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历史的最重要问

题上的观点，是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

１８７０年５月，恩格斯根据他研究中所积累的材料，正式动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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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所拟定的写作提纲：

“１ 自然条件

２ 古代的爱尔兰

３ 英国的征服

 （１）最初的入侵

 （２）“佩耳”和爱尔兰本区［Ｉｒｉｓｈｒｙ］

 （３）征服和剥夺。１５２…—１６９１

４ 英国的统治

 （１）惩治法典。１６９１—１７８０

 （２）起义和合并。１７８０—１８０１

 （３）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

  （ａ）小农时期。１８０１—１８４６

  （ｂ）灭绝时期。１８４６—１８７０”

恩格斯只写完了第一章即“自然条件”。第二章即“古代的爱尔兰”

没有写完，后两章恩格斯没有能够动手写作，虽然这一著作每一章节的

材料，他基本上都已经搜集齐全（前两章及一部分准备材料最初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４８年俄文版第１０卷）。１８７０年７月开始的一些

重大政治事件所造成的情况使恩格斯不得不中断他的写作。普法战争、

巴黎公社、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以及国际的浩繁的实际工作，这一切都妨

碍了恩格斯完成他的著作。但是恩格斯在以后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

中却运用了他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例如在１８８４年著述“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中有关的部分时，恩格斯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他在

研究古代爱尔兰克尔特人社会制度时所作出的一些科学结论。——第

５２３页。

 １０６６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征服了英格兰之后，在十一世纪至十二

世纪期间，英格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十二世纪时普兰塔日奈

家族的亨利二世实施的改革，大大巩固了国王的权力。爱尔兰成了英格

兰君主国力图征服的对象之一。由于１１６９—１１７１年进军的结果，盎格

鲁诺曼贵族在爱尔兰的东南部建立了以后得名为“佩耳”的殖民地（见

注３９５）。——第５２５页。

４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指爱尔兰中部的莱伊舍（利克斯）郡。在都铎王朝将爱尔兰封建主的土

地没收以后，为了对英国女王玛丽·都铎表示尊敬，该郡于１５５７年改

名为女王郡。——第５２９页。

 Ｒ Ｋａｎ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４５，ｐ２６５ ——第５３０页。

 按现代的术语是：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地层。——第５３０页。

 Ａ Ｓｔｉｅｌｅｒ《ＨａｎｄＡｔｌａｓ》Ｇｏｔｈａ，１８６８ ——第５３３页。

 指爱尔兰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的饥荒。——第５３８页。

 指英格兰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队镇压１６４１—１６５２年爱尔兰的解放起义

之后残酷迫害和大规模剥夺爱尔兰人的时期。根据１６５２年和１６５３年

英国议会通过的法令（见注３８１），一部分被宣布“犯有暴乱罪”的爱尔

兰土地所有者应迁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多沼泽的南方克勒尔郡。迁居

是在处死的威胁下强制执行的。——第５３９页。

 庞波尼乌斯·梅拉“地理”第３卷第６章。——第５４２页。

 指１８４６年谷物法的废除（见注３８６）。——第５４２页。

 Ｇ Ｂｏａｔｅ《Ｉｒｅｌａｎｄ’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５２ 据威克

菲尔德的意见，这书是１６４５年左右写成的。——第５４４页。

 约·腊蒂“都柏林郡自然史概论”两卷集１７７２年都柏林版（ＪＲｕｔｔｙ

《ＡｎＥｓｓａ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Ｄｕｂ

ｌｉｎ》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２，２ｖｏｌ）。——第５４４页。

 Ｇ Ｓｙｍｏｎｓ《Ｂｒｉｔｉｓｈ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６ ——第５４５页。

 指英国参加对拿破仑法国及其欧洲从属国的战争（１８１２年，英国联合

俄国、西班牙、葡萄牙对拿破仑作战），以及１８１２年开始的英美战争；这

次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执行不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主权

的政策并企图在美国重建殖民统治引起的。——第５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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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３年，即在恩格斯写本文以后，该书出版了第３卷（包含“古制全书”

结尾部分）。

恩格斯最先对这一部古代爱尔兰法律文献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他

认为这部文献可以作为研究古代爱尔兰人的社会制度的史料。——第

５４７页。

 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古代编年史家”文集（《Ｒｅｒｕｍ Ｈｉｂｅｒｎｉｃａｒｕｍ

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ｅｓＶｅｔｅｒｅｓ》），该文集于１８１４年、１８２５—１８２６年由查·奥康

瑙尔分四卷在白金汉出版。

该书首次发表了“四教长年表”的一部分，“提格尔纳赫年表”（写于

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包含从三世纪末起的史实），“奥尔斯脱年表”（由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一些编年史家编成，包含从五世纪中叶起的史

实）以及恩格斯在下面谈到的“因尼斯法耳年表”（写作年代一般认为开

始于１２１５年，史实的叙述直到１３１８年）等等。——第５５１页。

 指１７９８年的爱尔兰起义，阿瑟·奥康瑙尔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见注

３９３）。——第５５２页。

 Ｓａｅｒｒａｔｈ和Ｄａｅｒｒａｔｈ是古代爱尔兰的两种经营制度，经营者通常是

普通的公社社员，他们主要使用氏族或部落首领以及其他氏族贵族的

牲畜，后来也使用土地。这些经营制度使经营者丧失部分人身自由（在

Ｄａｅｒｒａｔｈ的形式下较为严重，在Ｓａｅｒｒａｔｈ的形式下较轻一些）并为所有

者服繁重的徭役。这种从属形式是在古爱尔兰社会中氏族关系瓦解并

开始形成封建社会时期的特征；那时土地总的来说还保持公有，牲畜和

农具则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出现了土地私有的萌芽。在爱尔兰，这种

关系由布雷亨（古习惯法的保管者和解释者）法规加以调整，并在古爱

尔兰法律汇编“古制全书”中有所反映。

恩格斯所说的“见下面”是指本章中的一节，这一节后来没有写

成。——第５５５页。

 ＳＢｅｒｎａｒｄ《ＶｉｔａＳ Ｍａｌａｃｈｉａｅ》——第５５５页。

 坎布里亚的吉拉德的关于爱尔兰的著作《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ａＨｉｂｅｒｎｉｃａ》

和《ＥｘｐｕｇｎａｔｉｏＨｉｂｅｒｎｉｃａ》（恩格斯的手稿中作《ＨｉｂｅｒｎｉａＥｘｐ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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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ｎａｔａ》，载于恩格斯所提到的《ＧｉｒａｌｄｉＣａｍｂｒｅｎｓｉｓＯｐｅｒａ》第五

卷，这一文集是约·谢·布鲁尔开始出版的。第五卷由ＪＦ 迪莫克于

１８６７年出版。——第５５６页。

 指以下各种著作：梅·汉美尔“爱尔兰编年史”（Ｍ Ｈａｎｍｅｒ《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艾·坎皮恩“爱尔兰史”（Ｅ Ｃａｍｐ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艾·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Ｅ

Ｓｐｅｎｃｅｒ《Ａ 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上述著作均见

“古代的爱尔兰史著作。斯宾塞、坎皮恩、汉美尔和马耳博罗文集”１８０９

年都柏林版第１—２卷（《ＡｎｃｉｅｎｔＩｒ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

Ｓｐｅｎｃｅｒ，Ｃａｍｐｉｏｎ， Ｈａｎｍ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ｌｅｂｕｒｒｏｕｇｈ》 Ｖｏｌ

— ，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０９）、约·戴维斯“史学论文集”１７８６年伦敦版

（ＪＤａｖｉ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ｒａ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８６）、威·坎登“不列

颠”１６３７年伦敦版（Ｗ Ｃａｍｄｅｎ《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３７）、费

·莫里逊。“游记。十年间游历德国、波希米亚、瑞士、尼德兰、丹麦、波

兰、意大利、土耳其、法国、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十二个国家记实”

１６１７年伦敦版（Ｆ Ｍｏｒｙｓｏｎ《ＡｎＩｔｉｎｅｒａｒｙ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Ｔｒａｖｅ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ｗｅｌｖｅＤｏｍｉｎ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

Ｂｏｈｍｅｒｌａｎｄ，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Ｄｅｎｍａｒｋ，Ｐｏｌａｎｄ，Ｉ

ｔａｌｙ，Ｔｕｒｋｅｙ，Ｆｒａｎｃ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１７）。——第５５７页。

 １８７０年１月９日，赫胥黎在曼彻斯特以“英国人的祖先”为题作公开讲

演时做了这样的解释。１８７０年１月１２日，“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详细

地报道了这一讲演。——第５５８页。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５卷。——第５５８页。

 斯特拉本“地理学”，Ｋ 克尔歇尔译，１８３５年杜宾根版第７卷（Ｓｔｒａ

ｂ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ｔ ｖｏｎ Ｋ ＫａｒｃｈｅｒＢｕｃｈ ７，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３５）。——第５５８页。

 ＪＧｒｉｍ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ｓａｌｔｅｒｔｈüｍｅｒ》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２８，

Ｓ４８８ ——第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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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

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展”（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Ｌ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ｍｏｎｄ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ｅｔ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ｏｕ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ｕｐｒｏｃéｄé 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ａｔｔｒａｙａｎｔｅｅｔ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éｅｅｎｓｅｒｉｅｓｐａｓｓｉｏｎｎéｅｓ》）。

该书第一版于１８２９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所说的地方见该版第３９９

页。——第５５９页。

 托勒密“地理学”第２卷第２章。——第５５９页。

 指苏格兰诗人麦克菲尔逊所写的所谓“奥辛诗集”，１７６０—１７６５年他把

这诗集作为传说中的克尔特弹唱诗人奥辛的作品出版。麦克菲尔逊是

以后来在苏格兰经过加工的古爱尔兰史诗作为这些诗歌的基础

的。——第５６０页。

 圣尤西比阿斯·热罗尼莫“耶利米书注释”第６卷序（Ｓ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ｏｒｕｍ ｉｎ Ｊｅｒｅｍｉａｍ Ｐｒｏｐｈｅｔａｍ

ｌｉｂｒｉｓｅｘ 》Ｐｒｏｌｏｇｕｓ）。——第５６１页。

 格 纳 迪“伟 人 录”（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ｕｍ ｖｉｒｏｒｕｍ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ｓ》）。——第５６１页。

 指以下的著作：克罗狄安“霍诺里·奥古斯都第四执政时代颂”（Ｃｌａｕ

ｄｉａｎｕｓ《Ｄｅ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ｕＨｏｎｏｒｉｉＡｕｇｕｓｔｉｐａｎｅｇｉｒｉｃｕｓ》）、塞

维尔的伊西多尔“词源学”二十卷集（ＩｓｉｄｏｒｕｓＨｉｓｐａｌｅｎｓｉｓ《Ｅｔｙ

ｍｏｌｏｇｉａｒｕｍｌｉｂｒｉ 》）、贝达大师“教会史”五卷集（ＢｅｄａＶｅｎｅ

ｒａｂｉｌ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ｅｌｉｂｒｉｑｕｉｎｑｕｅ》）、腊万纳的匿

名作者“地理学”五卷集（ＡｎｏｎｙｍｕｓＲａｖｅｎｎａｔｉｓ《Ｄｅ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ｉａｅｌｉｂｒｉ 》）、爱金哈特“查理大帝生平业迹史”（Ｅｇｉｎｈａｒｔ《Ｖｉ

ｔａｅｔｇｅｓｔａＫａｒｏｌｉＭａｇｎｉ》）、阿尔弗勒德大帝“史学家奥罗修斯著

作盎林鲁撒克逊文译本”（Ａｌｆｒｅ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Ｏｒｏｓｉｕｓ》）。恩格斯所引用的上述著作中的摘

录大约是根据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Ｋ Ｚｅｕβ《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ｄｉｅＮａｃｈｂａｒｓｔａｍｍｅ》）一书。见该书１８３７年

慕尼黑版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第５６１页。

８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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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亚努斯·马尔 塞列 努斯“历史”三十一 卷集 第 ２０卷

（Ａｍｍｉａｎｕｓ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ｕｓ《ＲｅｒｕｍｇｅｓｔａｒｕｍｌｉｂｒｉＸＸＸ 》，

ｌｉｂｅｒＸＸ）。——第５６１页。

 南尼阿斯“不列颠人的历史”，附加恩的英译，１８１９年伦敦版第１５节

（Ｎｅｎｎｉ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Ｂｒｉｔｔｏｎｕｍ》；ｗｉｔｈ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ｙＧｕｎ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９， １５）。——第５６２页。

 “三组文”是中世纪的威尔士的一种著作，按威尔士古克尔特人诗歌的

独特的传统形式写成，其特点是在作品中列举三个人、三种事物或三种

现象。“三组文”按内容分历史的、神学的、法学的、诗歌的和谕人为善

的。最早的“三组文”的写作年代不迟于十世纪，这些作品的现存手抄本

则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第５６２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见“黑格尔全集”１８３６年柏林版第１５

卷第１６０页（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

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ｄ３Ｉｎ：Ｗｅｒｋｅ，Ｂｄ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３６，Ｓ１６０）。——第５６３页。

 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是公元三世纪时出现于亚历山大里亚（埃

及）的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反动的神秘主义流派，它反映了罗马帝国衰亡

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体系。新柏拉图主义的根源是柏拉图的客观唯

心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唯心主义的一面，后者在新柏拉图派的

哲学中被发展到承认神的原初存在的地步。在公元五世纪时，一个不知

名的新柏拉图学派信徒曾经以雅典第一个基督教主教迪奥尼修斯法官

的名义出版了他的著作，企图把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起

来。——第５６３页。

 叙述哈法格尔王朝奠基人挪威国王哈拉德生平事迹的“哈拉德史诗”是

十三世纪初中世纪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写的。这

一史诗是他所著“地球”一书中的一部分，其中叙述了从远古到十二世

纪挪威帝王的历史。——第５６４页。

 《Ｋｒáｋｕｍáｌ》（“克腊卡之歌”）是中世纪斯堪的那维亚的诗作之一，以被

９０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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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的丹麦海盗腊格纳·洛德布罗克（九世纪）临死前叙述他的战迹的形

式写成。根据传说，这歌是腊格纳的妻子克腊卡唱给她的孩子们听的，

她鼓励孩子们为他们被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杀死的父亲复仇。恩格斯

所引用的歌词系根据弗·爱·克·迪特里希“古斯堪的那维亚文学读

本”１８６４年莱比锡版第７３—８０页（Ｆ Ｅ Ｃｈ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Ａｌｔｎｏｒ

ｄｉｓｃｈｅｓＬｅｓｅｂｕｃｈ》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４，Ｓ７３—８０）。——第５６５页。

 詹·琼斯顿“洛德布罗克哀歌；或洛德布罗克死前之歌”１７８２年伦敦版

（Ｊ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ＬｏｄｂｒｏｋａｒＱｕｉｄａ；ｏｒ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ＳｏｎｇｏｆＬｏｄ

ｂｒｏｋ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８２）。——第５６６页。

 “尼亚耳史诗”是一篇传播极广的冰岛氏族时代的史诗；根据最近的研

究，这是在十三世纪末按口头传说和更古老的文献资料记录下来的。这

一史诗的主要内容是叙述豪丁（冰岛氏族贵族）冈纳尔和邦德（自由的

公社社员）尼亚耳的生平和死亡；尼亚耳是冈纳尔的友人，他聪明而爱

好和平，是研究和解释古代风俗习惯和法规的专家。“尼亚耳史诗”中

包含两段历史插曲，即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基督教传入冰岛的历史，

以及诺曼人和爱尔兰国王布里安·博卢作战的叙述；如恩格斯所指出，

后者是研究十一世纪爱尔兰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 爱尔兰人在

１０１４年战胜诺曼侵略者——的可靠的史料。恩格斯所引用的这一段

“尼亚耳史诗”译文见弗·爱·克·迪特里希“古斯堪的那维亚文学读

本”１８６４年莱比锡版第１０３—１０８页（Ｆ Ｅ Ｃｈ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Ａｌｔｎｏ

ｒｄｉｓｃｈｅｓＬｅｓｅｂｕｃｈ》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４，Ｓ１０３—１０８）。“尼亚耳

史诗”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冰岛史诗集”１９５６年莫斯科版。——

第５６７页。

 因尼斯法耳年表——见注４２２。——第５６７页。

 根据最近的研究，“尼亚耳史诗”中提及的地点音译应作坎卡腊堡，或金

科腊，即国王布里安在曼斯特的住处。——第５７０页。

 指公元前１１３—１０１年日耳曼族基姆布利人对南高卢和北意大利的入

侵。公元前１０１年，基姆布利人为罗马统帅马利乌斯在韦尔切利（北意

大利）战役中击溃。关于罗马人和基姆布利人的战争，普卢塔克（在马利

０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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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传记中）、塔西陀（在“日耳曼”中）以及别的古代史学家都有所记

述。——第５７１页。

 “贝奥伍耳夫”是叙述传奇英雄贝奥伍耳夫事迹的史诗，是现存古代盎

格鲁撒克逊诗歌中最出色的作品。这一史诗大概产生于八世纪；它是以

六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的民间传说为基础的。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见注８３。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

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１６４３年为冰岛

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

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

“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迁徙时期斯堪

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

些形象和情节。——第５７１页。

 Ｌｅｇｅｓｂａｒｂａｒｏｒｕｍ（野蛮人法典）是五世纪至九世纪间编成的各日耳曼

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第５７１页。

 恩格斯的手稿到此中断。从现存的他的爱尔兰史第二章的写作计划中

可以看出，恩格斯原来准备在这一章（“古代的爱尔兰”）中还要阐述古

爱尔兰人的氏族制、土地所有制和法律等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１９４８年俄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００页）。原计划中的这一重要部分未能实

现。——第５７１页。

 指１７４５年的苏格兰山民为反抗英格兰爱尔兰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

压迫和强占土地而举行的起义。山民的不满情绪被一部分苏格兰山地

贵族所利用，他们希望保存封建家长式的氏族制，支持已被推翻的斯图

亚特王朝的代表夺取英国王位（起义者宣称要使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

二世的孙子查理 爱德华登王位）。由于起义遭到镇压，苏格兰山地的氏

族制度被破坏，苏格兰农民从土地上被赶走的进程也加剧了。——第

５７２页。

 自古以来住着日耳曼族弗里西安人的黑尔郭兰岛（北海）于十八世纪时

转归丹麦统治。１８０７年（在１８０７—１８１４年英丹战争时期），该岛为英国

１１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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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１８１４年，根据基尔和约，丹麦人将该岛割让给英国；１８１５年的维

也纳和约又追认了基尔和约。以后，到１８９０年，英国用黑尔郭兰岛向德

国交换了桑给巴尔岛。——第５７２页。

 “爱尔兰歌曲集代序”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的请求写作的。

这篇短文本来是为准备出版的歌曲集“爱尔兰竖琴”（《ＥｒｉｎｓＨａｒｆｅ》，按

诗人托马斯·穆尔所著“爱尔兰旋律”谱成）写的。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７日，

燕妮·马克思将恩格斯的这篇短文寄给汉诺威的库格曼博士，请他转

给这本集子的出版人和编者约·里谢。但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院所保存的１８７０年在汉诺威出版的“爱尔兰竖琴”看来，序言中未采用

恩格斯的短文。１９５５年这篇短文第一次发表于意大利杂志“工人运动”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Ｏｐｅｒａｉｏ》）第２期，以后，１９５７年又发表于法国杂志“思

想”（《ＬａＰｅｎｓéｅ》）第７５期；在本卷中这篇短文第一次以俄文发

表。——第５７４页。

 见注４３４。——第５７４页。

 告各工人团体书是总委员会在国际建立时期发表的，这时总委员会正

在争取各工人团体、首先是英国工联加入国际。在１８６５年６月６日的

总委员会会议上，常务委员会受委托草拟号召加入协会的告各工人团

体书。号召书于１８６５年夏季印成传单，内容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

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１８号。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

体……加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８，ＧｒｅｅｋＳｔｒｅｅｔ，Ｌｏｎｄｏｎ，Ｗ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ｏｒａｎ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ｒｅｉｎｖｉｔｅｄｔｏｊｏｉｎ

…》）。号召书是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

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为基础的（见本卷第１９页）。——

第５７９页。

 常务委员会根据６月１３日总委员会决定起草的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

会议的报告是彼·福克斯在１８６５年７月２５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宣读

的。报告是马克思积极活动的结果，他成功地说服了总委员会委员们于

１８６５年在伦敦召开预备性的代表会议，而不在布鲁塞尔召开临时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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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代表大会（见注１４３）。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性支部还

不够巩固，召开代表大会还为时过早。

在总委员会会议就这个报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特别认真地讨论

了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议程。讨论结果，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程经稍

加补充后被通过了，补充的是：根据克里默和埃卡留斯的建议，把巴黎

支部提出讨论的关于常备军问题作为第十项列入议程。在总委员会记

录簿中，议程是同报告正文贴在一起的。

伦敦代表会议的议程曾经转载在总委员会于１８６５年在伦敦印发

的下列两种传单上：“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

１８号。将要在９月２５日和接连的几天内召开协会各主要分部的代表

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８，ＧｒｅｅｋＳｔｒｅｅｔ，Ｌｏｎｄｏｎ，Ｗ Ｏｎｔｈｅ２５ｔ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ａｙｓ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ｂｅ

ｈｅｌ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和“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

希腊街１８号。将要在９月２５日和接连的三天内召开协会各主要分部

的代表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８，ＧｒｅｅｋＳｔｒｅｅｔ，Ｌｏｎｄｏｎ，Ｗ Ｏｎｔｈｅ２５ｔｈ

ｏｆ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ａｙｓ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ｅ

ｇ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ｈｅｌ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议程还刊登在１８６５年８月１２日“蜂房

报”第２００号上，关于代表会议的通知刊登在１８６５年９月２、９、１６和２３

日“工人辩护士报”第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２和１３３号上。

“工人辩护士报”（《ＴｈｅＷｏｒｋｍａｎ’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是在伦敦出

版的英国工人周报；它是１８６５年９月由“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ｎｄＷｏｒｋｍａｎ’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改组成的，是国际总委员会

的正式机关报；马克思同总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参加了该报的理事会。

１８６６年２月，由于编辑部内改良分子的势力加强，该报再度进行改组

并更名为“共和国”周报（见注１４０）。——第５８１页。

 本卷发表的引自“先驱”杂志的两篇短文（第二篇短文见本卷第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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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６页）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在１８６６年１月２９日和１８６７年１０

月５日左右写给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领导人约·菲·贝克尔的两

封信的摘录。

１８６６年１月２９日的一封信是燕妮在马克思患病时写的。当时“先

驱”杂志刚开始出版，马克思极力要支持它，为此他请求李卜克内西、库

格曼以及其他朋友和战友们供给杂志材料。对照一下刊登在“先驱”杂

志上的短文和该信的手稿，可以看出编辑部在登载这封信的摘录时并

未作重大的改动，只是由编辑部加添了最后的两段。——第５８４页。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无神论团体在英国积极开展的活动。查·布莱德

洛和其他聚集在“国民改革报”周围并且在工人中间进行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宣传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对运动起了很大的影响。——第５８５页。

 见注１９５。——第５８５页。

 “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是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并且由

马克思校阅过。荣克在１８６６年１月１５日和２６日给马克思的信件证明

了这一点。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对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１６日和１８日的比利时资产阶

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第２９３号和第２９４号上发表的一篇匿

名文章的答复，这篇文章诬蔑性地歪曲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和１８６５年伦

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文章的作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流亡在比

利时的比·韦济尼埃，他是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中敌视马克思和总委员

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８６６

年１月２日和９日讨论了韦济尼埃的文章；马克思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并且坚决主张，如果韦济尼埃不能以事实来证实他

的责难，就把他开除出国际。——第５８６页。

 作为总委员会委员，同时又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的马克

思、埃卡留斯、列斯纳、沙佩尔等人，参加了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工

作。——第５９１页。

 十二月十日会是１８４９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

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对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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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７３—１７６

页）。——第５９２页。

 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它是作为手工业者和

工人的教育协会于１８３８年建立的。“格留特利”这一名称是强调该组织

的瑞士的民族性：据传说，１３０７年瑞士有三个州的代表在格留特利（或

留特利）草地集会，缔结了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第５９３

页。

 “国际工人协会报”——见注１５３。

“未来呼声报”（《ＬａＶｏｉｘｄｅｌ’Ａｖｅｎｉｒ》）是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６８年

在拉绍德封出版的周报；从１８６７年起是国际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正

式机关报；它受到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

“先驱”——见注１３。

“工人辩护士报”——见注４５８。——第５９５页。

 马克思在１８６６年３月１３日会议上的发言反映出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

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歪曲国际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真正性质

的一个斗争情节。１８６５年春季退出总委员会的马志尼分子鲁·沃尔弗

出席了１８６６年３月６日的委员会会议并且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批

评了总委员会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见本卷第５８６—５９６页），说什

么信中似乎有涉及马志尼的不正确的论断。在具有机会主义情绪的英

国委员的影响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向马志尼和沃尔弗本人表示

道歉。３日１０日在马克思家里召开了欧洲大陆国家的通讯书记（杜弗、

荣克、龙格、博勃钦斯基）会议，会议决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下次会议上

提出抗议。

马克思在１８６６年３月１３日会议上的发言原稿保存在总委员会记

录簿里。——第５９７页。

 鲁·沃尔弗在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８日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章程是马志尼为了要联合各意大利工人团体而起

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这个草案是１８６４年７月在“工人

协作社报”（《ＩｌＧｉｏｒｎａｌｅｄｅｌｌｅＡｓｓｏｚｉａｚｉｏｎｉｏｐｅｒａｉｅ》）发表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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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１８６４年１０月底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

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条例”的基础。——第５９７页。

 指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见注１４３）。在代表会议的记录中，德·

巴普的这个声明没有得到反映。——第５９７页。

 这份由马克思和拉法格于１８６６年秋天以法文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

程和条例，与日内瓦代表大会在１８６６年９月５日和８日会议上批准的

这两个文件的原文稍有出入。日内瓦代表大会之后，在被法国当局没收

的代表大会材料尚未发还总委员会期间，国际的法国各支部纷纷要求

把章程和条例寄给它们。因此，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

决定在伦敦以法文出版这些文件。小册子于１８６６年１１月底出版，书名

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１８６６年伦敦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Ｓｔａｔｕｔｓ ｅｔ ｒèｇｌ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６６）。在出版的１０００册中，运往法国的８００册在边境上

被扣留，因此，这个版本没有流传开来。此后不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材

料发还给了总委员会，当时总委员会正在着手准备在英文版和法文版

的“国际信使”上以英文和法文正式公布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它所批准的

文件。１８６７年在伦敦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单行本（《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

由马克思开始而由拉法格继续完成的章程和条例的法译文手稿被

保存下来，这个译文的文字同在伦敦以法文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是一致

的。在本卷中，章程和条例是按这份手稿译的，并根据铅印的小册子校

对过。——第５９９页。

 １８６７年２月２８日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２６３）成立二十七周年纪念会上作了演讲。和德国工人一起参加庆祝会

的还有国际在伦敦的法国会员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在会上演讲的

除马克思以外还有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格·埃卡留斯和其他演

讲人。

包括马克思的演讲记录在内的会议报道是由弗·列斯纳写的，并

由他寄给约·菲·贝克尔在“先驱”杂志上发表，报道载于该杂志１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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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月第３期。——第６０４页。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是按照马克思校订过的法文本

刊印的。最初的用英文写的呼吁书是１８６７年６月４日由总委员会指定

的委员会写的，并在７月９日的会议上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拉法格受托

把呼吁书译成法文。决定把呼吁书首先译成法文的原因是，巴黎各支部

的蒲鲁东主义的领导背着总委员会制定了自己的代表大会议程。

法文的呼吁书同英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它在伦敦以传单的形式印

发，标题是：“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致会员、各附属团体和全体工人的呼吁

书”（《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ｕｘｍｅｍｂｒｅｓｅｔａｕｘｓｏｃｉéｔéｓａｆｆｉｌｉéｅｓｅｔàｔｏｕｓｌ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并在１８６７年８月３１日“人民论坛报”第８号和其他许

多报纸上转载。约·菲·贝克尔把法文的呼吁书译成德文，并把它收入

１８６７年夏在日内瓦印发的传单，这个传单的标题是：“邀请参加９月

２—８日在洛桑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Ｅｉｎｌａｄｕｎｇ

ｚｕｍｚｗｅｉｔｅｎＫｏｎｇｒｅβ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ａｍ２—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ｉｎＬａｕｓａｎｎｅ》），后来又转登在１８６７

年８月“先驱”第８期上。——第６０６页。

 指１８６７年２月在马尔希延枪杀比利时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第６０６

页。

 指１８６７年２—３月间发生的巴黎铜匠和裁缝的罢工。——第６０６页。

 皇家英国工联调查委员会是于１８６７年２月任命的。由于工联的积极性

日益增长而引起的调查，旨在宣布工联为非法，或者至少限制它们的活

动。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并

于１８６７年３月５—８日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皇家委员会的调

查结果并没有能够对工联提起控诉。——第６０７页。

 指条例第六、七、八条（见《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第６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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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这份发言记录，是从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７日“工人报”第１８号上剪

下来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的，上面还附有在核实记录时所提出的

修改。马克思所做的摘录取自议会蓝皮书：《ＲｅｐｏｒｔｓｂｙＨｅｒＭａ

ｊｅｓｔｙ’ｓ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ｅｓｏｆＥｍｂａｓｓ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ｔｃ，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ｒｅ

ｓｉｄ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 ５，ｐｐ５９４—５９５（“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

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１８６７年伦敦版第５号第

５９４—５９５页）。这份议会蓝皮书中的数字错误保留未动。报纸印错的数

字根据蓝皮书原文作了订正（关于蓝皮书见注４）。——第６１０页。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是

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发言结束时，马克思

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见本卷第２３１页）。

正如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９月４日写信告诉恩格斯的那样，他的发言

引起了很多议论，使得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活动家们不得不给自己预定

于１８６７年９月９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成立大会提出更民主的纲领。马克

思在同一封信中说，他的发言历时半小时，但是担任书记兼记录员的埃

卡留斯在会议报道中只记了几句话。报道载于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７日“蜂房

报”第３０５号。埃卡留斯的手稿我们没有得到。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所

保存的马克思的发言记录是从这份“蜂房报”剪下来的。马克思的发言

曾经更简略地在１８６７年８月２５日“自由报”第８号和１８６７年９月２日

“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过。——第６１２页。

 在恩格斯所写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本卷第４１—８７

页）以及他的题为“战争短评”的一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７卷中“如何击败普军”一文）中有详尽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奠基

人关于十九世纪常备基干军的作用的观点。——第６１２页。

 总委员会向１８６７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包括总的叙述和关于各个国

家的报告，它在８月２０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被通过，并在９月３日的

会议上由吉约姆用法语、埃卡留斯用德语向代表大会宣读。它被载入

１８６８年４月问世的“向１８６７年９月２日至８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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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宣读的报告”１８６７年拉绍德封版（《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ｌｕｓａｕｃｏｎｇｒèｓ

ｏｕｖｒｉｅｒｒéｕｎｉｄｕ２ａｕ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８６７à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Ｃｈａｕｘ

ｄｅＦｏｎｄｓ，１８６７）一书中。报告中有关美国的部分是彼·福克斯写

的，他的手稿还保存着，附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中。

国际的洛桑代表大会是在１８６７年９月２—８日举行的。马克思因

忙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付印工作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

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个地方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组织在一

些国家中已经巩固起来。蒲鲁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使代表

大会接受了他们的议程：再次讨论了合作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教育问

题以及许多枝节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

心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议程上所拟定的真正迫切的问题。蒲鲁东主义

者得以通过几项自己的决议案。然而他们未能夺取国际的领导。代表大

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仍设

在伦敦。——第６１４页。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刊登在１８６７年３月２７日、４月

１７日和５月１日“国际信使”第１２、１５和１７期上。

“国 际 信 使”（《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ｉｅｒ》）—— 见 注

１６７。——第６１４页。

 “工人报”（《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ａｎ》）是在流亡伦敦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约瑟

夫·科勒的参加下，于１８６１—１８６７年在伦敦出版的报纸，出版曾一度

中断。——第６１５页。

 见注２３１。——第６１６页。

 这里所说的事件发生在１８６６年１０月至１１月。——第６１８页。

 在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见注１７０）过程中，伦敦的工人不得不为在首

都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而斗争。尽管政府禁止预定在１８６６年７

月２３日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还是召开了，而且事情弄

到参加大会的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内务大臣

同意改革同盟使用伦敦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然而在筹备预定７月３０

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第二次群众大会时，改革同盟委员会由于害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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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通过决议一概不在露天举行群众大会。——

第６１９页。

 比利时通讯书记贝森的信刊登在１８６６年１１月４日“人民论坛报”第４４

号上。——第６２６页。

 指的是１８６７年６月１８日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总委员会在决议中欢

迎巴黎人民群众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时所采取的行动，并且赞

扬他们表示同俄国沙皇制度压迫下的波兰人团结一致的示威。决议发

表在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２日“共和国”周报第２２４号上。——第６２７页。

 全国劳工同盟——见注２４２。

国际铸工联合会——是美国工人的一个大的工会，在西耳维斯的

领导下于１８５９年开始组织而于１８６３年最后组成，主席是西耳维斯。联

合会把全国范围内的地方铸工联合会联合起来，并且在英属哥伦比亚

和加拿大都有它的组织；它为地方联合会的集中活动而斗争，有组织地

领导罢工运动，对于全国其他工会的巩固有巨大的影响。——第６２８

页。

 “工人辩护士报”（《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ａｎ’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ｅ》）是１８６４年至

１８７７年在芝加哥出版的工人周报；它报道工会运动问题，公布国际的

文件，是全国劳工同盟的机关报。——第６３０页。

 纽约工人联合会是纽约各工会的一个联合组织，成立于１８６３年，任务

是团结纽约工人向企业主作斗争，保证对罢工者的支援，并且在解决工

人和企业主的冲突时起中介作用。——第６３２页。

 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所附的彼·福克斯的手稿上接着指出，马克思除

了把弗·阿·左尔格１８６７年７月１０日的信交给福克斯以外，还交给

他加入了协会的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一份章程。

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

普的倡议于１８５７年成立的。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

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

６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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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指的是国际铸工联合会，正如在１８６７年７月９日的总委员会会议

上宣读的它的领导人西耳维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年它花

费了很大一笔钱帮助罢工的工人。——第６３３页。

 燕妮·马克思的这第二封信（第一封信见本卷第５８４—５８５）的手稿没

有保存下来。根据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５日她给约·菲·贝克尔的信和１８６７

年１０月７日他的复信判断，这封信是在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５日左右写

的。——第６３５页。

 指在１８４８年由“曼彻斯特时报”（《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Ｔｉｍｅｓ》）和“曼彻斯

特观察家”合并后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ａｎｄＴｉｍｅｓ》）；它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到１８９４年。在五

十至六十年代，该报的主编和出版人是约翰·布莱特。

曼彻斯特学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中反映工业资产阶

级利益的一个派别。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

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

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１８３８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厂主科

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自由党的左翼。——

第６３５页。

 指１８６７年９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

的代表大会。——第６３５页。

 指１８６７年９月在汉堡出版的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

６３６页。

 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９４９、９５５、９６１、９６４

页。——第６３６页。

 马克思于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１６日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是由埃卡留

斯记录下来的（马克思本人所写的报告提纲见本卷第５０６—５２２页），这

一记录原拟在“先驱”杂志上发表，为此弗·列斯纳把它寄给了在瑞士

的约·菲·贝克尔，但后来没有发表。——第６３７页。

 见注４０１。——第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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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注３９６。——第６３７页。

 关于１７９８年的起义，见注３９３。——第６３８页。

 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８年７

月２８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见注２２５）。这篇由总委员会书记格·埃

卡留斯作的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它是从１８６８年８月１日

“蜂房报”第３５４号剪下贴入的。——第６４０页。

 指１８６６年的危机以后伦敦特别是它的东部（东头）赤贫现象的加

剧。——第６４２员。

 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总委员会会议上

讨论这个问题时作的，这个问题当时已列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

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它是从１８６８年８月２２日“蜂

房报”第３５８号剪下贴入的，在剪贴时书记作了一些订正。——第６４３

页。

 在记录里米尔纳的名字被误写为埃卡留斯。实际上是米尔纳反对埃卡

留斯的意见，断言工作日的缩短虽然是件合乎愿望的事，但它会造成生

产的减少。——第６４３页。

 马克思指的是埃卡留斯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就过长的工作日对工人

健康的危害问题所作的详尽论证。——第６４３页。

 “告伦敦德国工人书”是弗·列斯纳写的；他把它寄给马克思审阅。马克

思在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把它还给列斯纳，并且写信告诉他：“由于有些

字写错了，我在下面把它整个重新抄了一遍。”被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

手稿同发表在１８６８年８月１５日伦敦“海尔曼”报第５０２号上的“告伦

敦德国工人书”完全相同。——第６４４页。

 参看“资本论”１９５３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卷第４页。——第６４５页。

 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１月５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他代表常务委

员会所作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在１８６９年１月２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卢昂

支部请求帮助卢昂的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的来信，并且把这个

２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问题提交总委员会研究处理。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报告通过了一项

决议，抗议法国企业主的行为，并号召英国工人支援卢昂工人。

由荣克作的这个记录被保存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里。刊登在１８６９

年１月１６日“蜂房报”第３７９号上的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也谈

到了发言的简要内容。——第６４６页。

 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７月６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

（见本卷第６４７页）时就土地所有制问题作了两次发言。尽管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已经以多数票通过了有利于土地所有制公有化的决议，但是

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由于以蒲鲁东主义者托伦为首的一小伙土地小

私有制拥护者的要求，而被再次列入应届代表大会的议程。

马克思的第一次发言是回答工人米尔纳的。米尔纳在力求论证布

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正确性时，却发言维护人对土地的天然权利。

马克思的第二次发言是回答以客人身分出席会议的法国无政府主

义者埃·莱克留的发言的。莱克留声称，农民没有出席国际的历次代表

大会，不值得为他们操心。

讨论的结果，总委员会以多数票肯定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

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决议是正确的。

马克思的两次发言都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记录人是埃卡留

斯。马克思两次发言的大意，见１８６９年７月１０日“蜂房报”第４０４号关

于１８６９年７月６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第６４８页。

 这里指的是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为准备土地所有制问题而选出的专

门委员会。委员会向代表大会就土地问题提出了两份报告——奥布里

（卢昂支部）的报告和德·巴普（布鲁塞尔支部）的报告。委员会向代表

大会报告：委员会在关于矿山、煤矿、运河、铁路等所有权公有化的问题

上是意见一致的。但在耕地问题上委员会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委员

会里以比利时代表德·巴普为首的多数提出了有利于全部土地公有化

的决议案，并由代表大会所通过；以法国代表、蒲鲁东主义者托伦为首

的少数，则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小私有制。——第６４９页。

 关于继承权的发言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７月２０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

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见本卷第６４７页）时作的。马克思的发言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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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记录人是埃卡留斯。

发言的大意，见１８６９年７月２４日“蜂房报”第４０６号关于总委员

会会议的报道。——第６５０页。

 埃卡留斯的记录有错误。这里指的是圣西门的信徒，而不是已于１８２５

年逝世的圣西门（参看本卷第４１５页）。——第６５１页。

 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０日总委

员会会议上讨论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见本卷第６４７页）时作的。在８

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时，马克思又作了总结发

言。马克思的两次发言都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记录人是埃卡留

斯。第一次发言的大意，见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４日“蜂房报”第４０９号关于

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０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总结发言的大意，见１８６９年８

月２１日“蜂房报”第４１０号。——第６５４页。

 关于普及教育的问题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前三次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

的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和１８６８年的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上都曾经讨论过。——第６５４页。

 哈里埃特·罗在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于

使教会的财产和收入转用于普及教育。——第６５５页。

 英国工人米尔纳在１８６９年８月１０日和１７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了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建议；他建议当时的资产

阶级学校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这个建议实际上会加强

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正在成长的一代的思想影响。米尔纳尤其强

调必须给学生讲授关于“劳动价值”和关于分配的概念。同时，他还援引

了鼓吹过“公平交换”理论的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沃伦。——第６５５

页。

 因为有人在总委员会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建议用取消常备军的维持费来

增加普及教育的经费，所以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废除常备军的问

题。——第６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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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是１８６９年１０月成立的土地和劳

动同盟（见注３３４）的宣言，它是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左右由参加该文件

起草委员会的埃卡留斯起草的。该文件原文经马克思校阅过，这一点在

同盟的纲领中得到了反映。——第６５７页。

 指反谷物法同盟拥护者所开展的运动。他们通过煽动性的宣传要工人

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得

到比从前多一倍的大圆面包（《ｂｉｇｌｏａｆ》）。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

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见注３８６）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

本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６５７页。

 Ｄ项是纳税人的一个种类，包括从商业中获得收入的人和自由职业

者。——第６５８页。

 这两篇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是马克思于

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和２３日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作的。在１８６９年１１月

９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决定就不列颠政府对被囚

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展开讨

论。马克思以这里发表的第一篇发言揭开了讨论，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

一个决议草案（见本卷第４３３—４３４页）。在１１月２３日会议上进行的特

别激烈的辩论中，英国人莫特斯赫德发言反对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他

企图为格莱斯顿政府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辩护；奥哲尔支持他的意见。

马克思的第二次发言就是对总委员会中这些英国委员的发言的回答。

埃卡留斯对这两次发言的记录均收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１８６９年１１

月２１日的“雷诺新闻”和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８日的“国民改革者”对１１月

１６日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作了报道，１１月２８日的“雷诺新闻”和１８６９年

１２月５日的“国民改革者”对１１月２３日的会议也作了报道。在那些报

道中，马克思的发言都报道得很简短，而且不确切。——第６６４页。

 指格莱斯顿对要求赦免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请愿书的答复，这些请愿

书是在爱尔兰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其中包括１８６９年８月１日在里美

黎克举行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格莱斯顿在给爱尔兰活动家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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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巴特的信中作了答复（见注３２６）。——第６６５页。

 首脑（ＨｅａｄＣｅｎｔｒｅ）是芬尼亚社内部对芬尼亚社秘密组织领导人的称

呼。这里马克思引用了“纽约爱尔兰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ｒ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的话，该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格莱斯顿拒绝赦免被囚禁的

芬尼亚社社员，只会加强芬尼亚运动。引文根据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３日“爱

尔兰人报”第２０号。——第６６６页。

 见注３２７。——第６６７页。

 见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７日“泰晤士报”。——第６６７页。

 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３０日“爱尔兰人报”第１８号报道说，格莱斯顿在答复参加

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运动的护林人古会都柏林分会的信

中，否认了他在选举前关于改善爱尔兰状况的诺言。

护林人古会是英国的一个互助协会，１７４５年成立，是皇家护林人

的一个团体，１８３４年采用护林人古会这一名称。——第６６８页。

 “政治纪事报”（《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刊“科

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Ｃｏｂｂｅｔｔ’ｓＷｅｅｋ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

ｇｉｓｔ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２年至１８３５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６８页。

 指１７９８年英国当局空前残酷地镇压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见注

３９３）。马克思在这里把英国讨伐者的恐怖行为和１８４９年镇压匈牙利革

命时的种种迫害相比。——第６６９页。

 指赖德律 洛兰“英国的没落”１８５０年伦敦版（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第６６９页。

 与马克思的竭力揭露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的态度相反，奥哲尔要求把

马克思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对格莱斯顿政策的估计改用温和的措词。奥

哲尔提出的理由是：否则就无法使被囚禁者获得释放。他提醒道，格莱

斯顿在答复请愿书时就曾对一些请愿书的激烈语气表示不满。在１８６９

年１１月２８日的“雷诺新闻”上发表的马克思的发言记录中，最后的一

句话为：“问题在于，是争取爱尔兰人的信任，还是使决议变得可以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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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顿所接受，这两者哪个更为重要。”——第６６９页。

 这几篇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文章是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７

日至４月１９日为“马赛曲报”（见注３６８）写的。在内容上，这几篇文章是

同马克思的文章“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见本卷第

４５６—４６２页）相联系的。

马克思认为燕妮为“马赛曲报”写的这几篇文章有很大意义，第三

篇文章是他们父女二人合写的。这几篇文章（除第二篇外）在报上发表

时署名为燕·威廉斯。马克思为保密起见，曾用阿·威廉斯为笔名写过

几封信，燕·威廉斯就是这一笔名的变体。——第６７０页。

 格莱斯顿的演说载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４日“泰晤士报”。——第６７３页。

 奥顿诺凡 罗萨的信载于１８７０年２月５日“爱尔兰人报”第３２号。奥顿

诺凡 罗萨在他的信的结尾中提到的橙带党人是大地主和新教教士所

组织的反动团体的成员，绿带会员是爱尔兰天主教农民秘密组织的成

员。——第６７６页。

 有关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理查·伯克上校的报道见于１８７０年１月

１日“爱尔兰人报”第２７号。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安德伍德致内务大臣普鲁

斯的信载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８日“爱尔兰人报”第２８号。以普鲁斯的名义

给安德伍德的复信载于１８７０年１月２２日“爱尔兰人报”第３０号，给伯

克的姐姐巴里的复信载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２日该报第３７号。——第６７９

页。

 “回声报”（《ＴｈｅＥｃｈｏ》）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０７年

在伦敦出版。——第６７９页。

 这是伏尔泰的一句名言的改写，伏尔泰的原话是：“除了枯燥乏味之外，

一切风格都是好的”。——第６８０页。

 指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４日伦敦工人举行的示威游行。关于总委员会在争取

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中的作用，见注３２６。——第６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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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文章的作者普鲁斯企图否认奥顿诺凡 罗萨所引述的事实，这篇匿

名文章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６日“泰晤士报”。——第６８１页。

 穆尔在下院的发言和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７日格莱斯顿的答辩发表于１８７０

年３月１８日“泰晤士报”。——第６８２页。

 伦敦克勒肯威尔监狱的爆炸是一些芬尼亚社社员为营救被囚禁的芬尼

亚社社员于１８６７年１２月进行的。——第６８３页。

 燕·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爱尔兰人报”关于１８６８年出版的蓝皮书的

报道，该蓝皮书为：“应爱尔兰政府请求解来英国监狱的某些国事犯待

遇调查委员会报告”１８６７年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ｒｅａｓｏｎＦｅｌｏｎｙＣｏｎｖｉｃｔ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ｉｓｏ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ｔｏａ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ｆ

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８６７）。——第６８４页。

 指１８６７年２—３月间芬尼亚社社员的起义尝试。——第６８４页。

 指“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１８６７年伦敦版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

ｓｏｎＦｅｌｏｎｙ Ｃｏｎｖ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ｎｖｉｃｔ Ｐｒｉｓ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７）。——第６８５页。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Ｂｉｌｌ（高压法）是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７日格莱斯顿向下院提出并经

下院通过的；它规定在爱尔兰停止实施宪法保障，在爱尔兰实行特别戒

严并授予英国当局特别全权以镇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ＬａｎｄＢｉｌｌ——见注３５８。——第６８６页。

 指弗·坦·汉·布莱克伍德的著作“密耳先生的爱尔兰绥靖计划探讨”

１８６８年伦敦版（Ｆ Ｔ Ｈ 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ＭｒＭｉｌｌ’ｓＰｌａｎｆｏｒ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８）。—— 第

６８６页。

 引自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０日“雷诺新闻”上署名为“格拉古”的一篇文章。

“雷诺新闻”（《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是英国激进派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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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年起在伦敦出版。——第６８７页。

 非洲的专制国家达荷美以靠特务密探制度维持严酷的国内秩序著

称。——第６８８页。

 内务大臣普鲁斯和麦卡锡·唐宁关于理查·伯克的通信发表于１８７０

年３月１９日“爱尔兰人报”第３８号。——第６８９页。

 拉弗耳的信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９日“自由人报”。

“自由人报”（《Ｆｒｅｅｍ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是爱尔兰的资产阶级日报，

１７６３年至１９２４年在都柏林出版。

指帕·拉弗耳的著作“革命以来的爱尔兰大地主”１８７０年都柏林

版（Ｐ Ｌａｖｅｌｌｅ《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ｕｂｌｉｎ，１８７０）。——第６９３页。

 租约的新条款发表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２日“爱尔兰人报”第３７号。——

第６９３页。

 这是莎士比亚史剧“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一幕第二场中一句话的改

写。——第６９４页。

 美国报上的话以及纽约通讯员的报道引自１８７０年４月２日“爱尔兰人

报”第４０号。——第６９４页。

 指洛里埃律师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５日在亲王比埃尔·波拿巴杀害新闻记

者维克多·努瓦尔一案审讯时的发言，这次发言载于１８７０年３月２７

日法国报纸“马赛曲报”第９７号。——第６９６页。

 引自１８７０年４月８日“泰晤士报”。——第６９９页。

 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６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蜂房报”的发

言，目的是论证他所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４８０页）。——第７０１页。

 见注５４５。——第７０１页。

 卡·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７日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的

内容是在１８７２年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和阿·赫普纳被控叛国

９２８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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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莱比锡审讯时由庭长转述的。这封信在１８７１年也被提出作为审讯社

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控告材料。我们没有该信的原稿。现在发

表的是摘自“莱比锡叛国审判案……”１８７２年莱比锡版（《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

Ｈｏｃｈｖｅｒｒａｔｈｓｐｒｏｚｅβ…》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７２）一书；在威·李卜克内西应社会

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托于１８７４年和１８９４年出版的该书中，也都载有

这封信。据莱比锡法庭庭长说，这封信的署名是：“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第７０２页。

 关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的发言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８日总委

员会会议上作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他所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４９０

页）。保存下来的是埃卡留斯所作的记录。——第７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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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６４年９月—１８７０年７月）

１８６４

９月中       马克思接受组织委员会的邀请，将作为德国工人的代

表参加定于９月２８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会

议。马克思推荐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格·埃卡

留斯为德国工人的发言人，并帮助他准备发言。

月中— 月    马克思紧张写作“资本论”。

月 日      马克思出席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会议。在这次

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国际）的决议。马克

思当选为协会临时委员会委员。

月 日      马克思在给佐林根工人卡·克林格斯的回信中说，尽

管他没有可能接受关于在拉萨尔死后由他担任全德

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的建议，但可以利用正式提名他

为这一职务的候选人一事作为一次反对普鲁士政府

剥夺马克思国籍的政治示威，并以此表示支持国际工

人协会。

月 日      马克思由临时委员会选入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

起草委员会。

月 — 日    马克思患病，因而不能参加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

月下半月    恩格斯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旅行之后回到曼彻

斯特，继续研究德国哲学和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

１３８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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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马克思在临时委员会会议上反对起草委员会在他患

病期间根据马志尼主义和欧文主义的思想所草拟的

纲领和章程，并使委员会作出将文件退回起草委员会

加以修改的决定。

月 日     在马克思的住所举行了国际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

会议。

月 日和 日
之间

马克思重新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成

立宣言和临时章程。这些文件得到起草委员会的赞同。

月 日      马克思在临时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成立宣言和临时

章程，这两个文件被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按章程被

确定为协会的领导机关（即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６年年底

以前多半被称为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在其中担任德

国通讯书记职务。

月 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旅途观感，转述了他

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自然和居民的观察。

月 日      马克思会见了阔别１６年的米·亚·巴枯宁，并同他

讨论了有关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国际工人协会

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

月 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信中详尽地叙述了国际创立的

情况和制定新的无产阶级组织的纲领性文件的经过。

月 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

表示满意。

恩格斯出席曼彻斯特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席勒协

会理事会会议。他在１８６４年７月被选为理事会的主席。

月 日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作出决定，鉴于某些报纸

歪曲地登载关于总委员会各次会议的报道，所以决定

通过总委员会书记把这些报道寄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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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恩格斯把一份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资产阶级

救济贫苦工厂工人委员会的报告书寄给马克思，并指

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救济”是企业主用来使自己更

加发财的一种手段。

月 日左右—
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邀请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

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计划在柏林出版，编辑是约

·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马克思和恩格

斯互相通信讨论了为该报撰稿的问题，并在弄清办报

纲领中没有典型的拉萨尔派的论点后，表示同意撰

稿。他们指望利用该报在德国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

想和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了关于接纳工人

组织以集体形式加入国际的条件，并提出决议草案，

该草案被一致通过。决议发表于１１月２６日的英国工

联机关报“蜂房报”上。该报也被宣布为国际工人协会

的机关报。

月 日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要求恩格斯寄给他关于曼彻

斯特“棉荒”和它对棉纺织工业工人状况的影响的官

方材料。

月 日和 日  之间 马克思起草总委员会就阿·林肯再度当选美国

总统致阿·林肯的公开信。公开信在１２月２３日的英

国自由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１８６５年１月７日

的“蜂房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

月 日左右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以单行本出版，共

１０００册。

月 日     马克思把刚刚出版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寄给恩格

斯。

恩格斯在给他纽约的朋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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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德国社会主义者约·魏德迈的信中，分析了南北

战争的进程，并强调指出它对美国今后发展的巨大意

义。

月 日     马克思寄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部一项声明，抨

击了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布林德。１２月３日该报

编辑部只登载了马克思附上的信，以及编辑部的“评

论”。这封信在１２月１０日的汉堡“北极星”报上发表。

月底— 月初  马克思写信给他在各国的拥护者约·魏德迈、路·库

格曼等人，告知有关国际创立的情况，并给他们寄去

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月 日     马克思请恩格斯为股份基金捐款，这项基金是总委员

会为取得“蜂房报”的股份以便能影响该报方向而筹

划的。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执行机关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批评

了彼·福克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并仅以

国际的英国会员的名义所草拟的致波兰人民的呼吁

书，他指出福克斯把法国统治阶级对波兰的传统政策

理想化，并揭露出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在

波兰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的反动实质。

月 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向他报道有关国际的状

况，满意地提到过去从未参预政治运动的伦敦泥水匠

工联（会员超过３０００人）也加入了国际。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为讨论福克斯草拟的呼吁书所召

开的会议上就波兰问题发了言。

年 月 日左
右— 年 月

马克思在给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的一

系列信件中，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拉萨

尔的迷信和该报编辑部对俾斯麦政府的献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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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马克思写信给德国社会主义者诗人卡·济贝耳，请他

建议克林格斯将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的问题列

入联合会下届大会的议程。

１８６５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就福克斯草拟的致波

兰人民呼吁书展开了辩论。

约 月 — 日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国际工

人协会和德国工人运动的问题，会见了前宪章派首领

厄·琼斯。

月 日      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信中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

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莫·赫斯的一篇通讯提出抗义，因

为这篇通讯诬蔑国际巴黎支部的某些成员，指控他们

为波拿巴主义者。

月 日      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请求，撰写论蒲

鲁东的文章。这篇文章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反动的

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样也抨击了拉萨尔的机会主

义。文章于２月１日、３日和５日在该报发表。

马克思为了抗击资产阶级分子钻入总委员会，并

力求巩固它的无产阶级核心，提议委员会委员的候选

人至迟得在选举前一星期提出，同时候选人必须已经

是协会的成员；马克思还建议，委员会的新委员的选

举要在候选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马克思的提议被一

致通过。

月 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向他报道有关国际的状况，

并建议他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论述普鲁士军

事改革的文章。

月 日左右    恩格斯把一首反封建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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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德文，并连同自己的评论一并寄给“社会民主党

人报”，目的在于唤起该报去反对封建贵族。恩格斯的

这篇通讯稿于２月５日登载出来。

月 日      恩格斯从马克思寄来的李卜克内西的信中知悉，拉萨

尔曾答应俾斯麦，在实行普选制的条件下全德工人联

合会支持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侵略政

策。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评定拉萨尔的这种诺

言是对德国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恩格斯还告诉马克

思说，他打算在论述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文章中既要反

对政府，也要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国际工人协

会对英国选举法改革运动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发言表

示赞同协会参加改革同盟的成立大会，但必须有下述

条件：答应给全体男性居民以普选权，并且让总委员

会提议的候选人参加领导机关。

月底— 月 日  恩格斯写“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由

于文章篇幅大，以及不愿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

载，所以恩格斯决定以单行本发表。单行本于２月底

在汉堡出版。

月        马克思在给居留曼彻斯特的琼斯的若干信件中，拟定

了英国无产阶级争取改革选举法的斗争策略。

月— 月中     马克思除了在总委员会里积极工作之外，还紧张地、

经常在夜间写作“资本论”。

月 日      马克思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赫斯再次诽谤国际

的文章写给该报编辑部一篇声明。声明上也有恩格

斯的签名，它是作为最后警告寄给编辑部的。但是他

们认为，同该报决裂，应该是由于它的政治策略，而不

是由于赫斯的文章，而且他们还注意到赫斯放弃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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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指责，因此决定不再坚持发表这篇声明。

恩格斯参加席勒协会理事会会议。

约 月 日     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纪念会上发表演

说，批判了拉萨尔派指靠资产阶级国家援助工人生产

合作社的观点。２月１９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登载了

一篇关于纪念会的报道，其中歪曲了演说的内容。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参加为纪念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一周年而

组织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伦敦群众大会的筹备委

员会会议。

月 日      马克思写信给施韦泽，信中详尽地谈到了工会这一工

人阶级的组织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中的作用，并强

调指出，在普鲁士争取联合权是反对反动君主制的一

般民主斗争的一个部分。

月下半月— 月初  马克思忙于国际巴黎理事会的事情，因为在巴黎支部

内部发生了记者昂·勒弗尔同工人蒲鲁东分子ＥＥ

弗里布尔、昂·路·托伦等人之间的冲突。

月 日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实行向俾斯麦政府献媚

的政策，马克思以本人和恩格斯的名义写了一篇声

明。声明指明拉萨尔主义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

主义”，并通知说，他们拒绝再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将

声明寄给恩格斯签名后，于２月２３日寄往该报编辑

部要求发表。声明在３月３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及

德国人的其他报纸上发表。

月 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有关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

工人政党”即将出版的简介，并将它寄给他在德国的

拥护者以便在德国报刊上发表。简介登载于３月３日

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柏林改革报”以及德国

的其他报纸上，没有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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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马克思忙于纪念波兰起义大会的组织工作。针对英国

资产阶级激进派借口纪念大会不适时而要大会延期

举行的企图，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工人

阶级有自己本阶级的对外政策，决不能视资产阶级认

为适时与否来行事。

月底— 月上半月  马克思忙于改革同盟的事情，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在

其领导机关里争得了多数。

月 日      马克思出席了在圣马丁堂举行的纪念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

波兰起义一周年大会。

月 日      恩格斯参加席勒协会理事会会议。

月 日      总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马克思草拟的决议草案。草案指

出了消除国际巴黎理事会内部冲突的途径。

月 日      恩格斯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详尽地分析了美国内战各

个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的进程。

月 日左右    马克思为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

人政党”写了书评，发表于３月１８日的伦敦德文周报

“海尔曼”上。

月 日      马克思关于同拉萨尔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

系写了声明。声明揭示了他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的

经过和同它决裂的原因。声明发表在３月１９日的“柏

林改革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到住在扎耳特博默耳（荷兰）的亲属家去了一

趟。

月 日左右    在马克思外出期间，汉堡出版商奥·卡·迈斯纳寄到

伦敦一封商谈出版“资本论”事宜的信。

月 日      马克思写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一篇声明，驳斥施韦

泽企图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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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经过。声明于４月１日在该报发表。

月 日      恩格斯在给德国资产阶级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阿

·朗格的信中，批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经济规

律永恒性和超历史性的论点，并特别指出，人口规律

是由本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月 日      马克思写“人类的主席”一文，目的在抨击拉萨尔派的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伯·贝克尔。文章发表在４月

１３日的“柏林改革报”上。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临时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

月 日      马克思出席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大会。他在讲话

中揭露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领导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尽地报道了英国和

其他国家棉业危机的发展情况。

月 日      马克思写信给海·荣克，请他以瑞士通讯书记的身分

把对载于苏黎世“白鹰报”上的关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日

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的报道的更正寄给该报编辑

部，因为这篇报道对于以国际工人协会名义提出、并

由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只字不提。马克思随信附上更

正的全文，由荣克签名，于４月２２日在该报发表。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莱比锡印刷工人罢

工情况的报告。他和彼·福克斯及威·朗·克里默一

起被选入派往伦敦印刷工人那里去的代表团，去鼓动

他们给莱比锡的罢工工人以物质援助。

月 日和 日之间  马克思草拟国际工人协会就林肯被刺致美国总统安

·约翰逊的公开信。公开信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于

５月２０日发表在“蜂房报”及其他报纸上。

月 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批评了约·韦斯顿提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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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的关于工资的报告，报告企图证明工人争取

提高工资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并否定工联在无产阶

级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

报告。报告驳斥了韦斯顿的错误观点，通俗地表述了

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实质。

月 日      马克思在信里告知恩格斯，他已说服总委员会委员在

伦敦召开国际的预备性代表会议，而不召开预定在布

鲁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因为他认为召开代表大会为

时过早。

月 日      总委员会会议批准了常务委员会在马克思领导下草

拟的关于召开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

月 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写作“资本论”的情况。他说，还

需要写３章才能完成这部三卷本的著作的理论部分，

此外，他还要写第四卷，专门讲述政治经济学史。

月        马克思由于紧张写作“资本论”疲劳过度而患病。他在

患病期间读了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书籍。

月 底      马克思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

的理事会理事。

月底— 月中    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意大利旅行。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在讨论有关组织即将举行

的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时作了发言。

月中       马克思筹备伦敦代表会议，建议李卜克内西亲自参加

这次会议或者提交一份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书面报

告；请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期间举行的庆祝国际成立

一周年的晚会上发表讲话。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被选入新的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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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马克思参加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他出席了代表会议的

各次会议，就各项最重要的问题作了多次发言，并使

会议通过了他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议事

日程。马克思被选入为准备在“工人辩护士报”上报道

有关国际的情况而成立的一个委员会。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

的代表所提出的纪念１８３０年波兰起义的建议，并建

议将集会的筹备工作交给常务委员会。

月 日— 月 日
左右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月 日     马克思收到柏林工人泰·梅茨内尔、齐·迈耶尔和奥

·福格特的来信，他们请求马克思到德国去，因为他

亲自到德国会有助于德国工人阶级优秀力量的团结。

月 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寄去有关曼彻斯特棉纺织

工业工人状况的实际资料，因为他写作“资本论”必需

这些资料。

月       马克思作为“工人辩护士报”理事会理事同该报理事

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

马克思为深入研究地租问题在英国博物馆研读

有关农业，尤其是农业化学的著作，他读了尤·李比

希和克·弗·申拜因的著作。

年 月—
年 月

马克思收到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领导人约·菲·贝

克尔的信，信中说“先知”杂志将于１８６６年１月出版；

马克思请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库格曼给该杂志寄去

通讯稿。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了比·韦济尼埃

在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

上匿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诬蔑并歪曲总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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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马克思驳斥了文章里所

引用的那些论点。

月底      马克思初步写完“资本论”的手稿本。

１８６６

月       马克思开始准备“资本论”的付印工作。

月 初      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些问题，对分子理论表现出

极大的兴趣。他读了英国物理学家约·丁铎尔的著作

“热能是一种运动”。

月 日      马克思告知恩格斯说，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小资产

阶级分子和布鲁塞尔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总委员会采

取反对立场。他请恩格斯在报刊上著文论证无产阶级

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驳斥了韦济尼埃

的文章中的论点，并建议要韦济尼埃对他引用的那些

事实提出证明，否则将把他开除出国际。总委员会采

纳了马克思的建议。

月 日      马克思出席纪念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两周年的大

会，他支持以国际工人协会名义提出的对波兰人民解

放斗争表示同情的决议案。

月 日      恩格斯向马克思询求有关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条件和

俄国农民经济状况的文献。

月 日      马克思会晤荣克，并审定他受总委员会委托所写的对

“佛尔维耶回声报”上韦济尼埃的文章的反驳。这篇反

驳由荣克签名于２月２０日在同一家报纸上刊登出来。

月底— 月初    马克思由于紧张写作“资本论”而患重病。随着健康的

恢复，他又继续第一卷的手稿工作；从历史角度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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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一章进行了加工。

月底— 月 日   恩格斯为了揭露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虚无

主义，写了一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论证了无产阶

级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文章发表

在３月２４日、３１日和５月５日的国际机关报“共和

国”周报上，标题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月初       马克思在患病期间同总委员会委员经常通信，力争使

埃卡留斯被委派为“共和国”周报编辑，并成立包括马

克思在内的总委员会委员占多数的编辑部监察委员

会。

月 日左右    马克思依照恩格斯的建议，决定首先发表“资本论”第

一卷。

月 日和 日之间 恩格斯住伦敦马克思处。

月上半月     马克思为捍卫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而同资产阶级影

响进行斗争。这种影响是由马志尼分子（如鲁·沃尔

弗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在伦敦的法国人支

部成员）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如乔·奥哲尔、威·

朗·克里默等人）组成的反对派带到总委员会里来的。

月 日      在马克思的住所举行了大陆国家的总委员会通讯书

记会议。会上作出反击马志尼主义者沃尔弗的决定，

因为他在３月６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企图抗议“佛尔

维耶回声报”上荣克的文章和宣称朱·马志尼是国际

的章程的作者。会议委托马克思揭发沃尔弗和他在总

委员会里的拥护者。

月 日      马克思出席“共和国”周报股东会议，力争让埃卡留斯

仍任编辑职务。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驳斥沃尔弗在３

月６日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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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月 日
左右

马克思在马尔吉特治疗和休养。

月底— 月 日   恩格斯在威尔士休假。

月 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准备前往巴黎，好去说

服国际的法国会员相信，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对召开代

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英国的准备工作没有做

好，原定于５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有必要延期

举行。

月 日      马克思在长时间的患病和治疗以后，重新参加总委员

会的工作。他出席了总委员会讨论有关日内瓦代表大

会召开日期和其他一些问题的会议。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因马志尼主义者沃尔

弗的发言而展开的辩论，沃尔弗企图再次攻击“佛尔

维耶回声报”上荣克的文章。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发言支持将日内瓦代表大会由

５月延至９月召开的决议。

恩格斯在信中告知马克思说，英国企业主把一批

德国缝纫工人运到爱丁堡，利用他们充当罢工破坏

者，因此他请求总委员会采取措施，反对继续把大批

德国工人运到英国。

月 日      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草拟呼吁书。呼吁书警告德国工

人提防英国企业主招雇他们并利用他们充当罢工破

坏者的任何企图。该呼吁书登载在５月１５日“上莱茵

信使报”及其他德国报纸上，标题是“警告”。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在讨论包括同筹备日内瓦

代表大会有关的财政问题时作了两次发言。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在长时间的间断以后，尽管健康状况仍然不

佳，又重新着手“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付印的准备工作。

４４８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就福克斯对恩格斯的文章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批评作了答复，并

捍卫了恩格斯的论点，即波兰贵族的政策促使了外国

对波兰的瓜分。

月 日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向他报道曼彻斯特和利物浦

两地纺织工业的经济危机的发展情况。

月 日      鉴于“共和国”周报理事会里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日

益增长，马克思退出理事会。

月 日和 月 日
之间

恩格斯就奥地利同普鲁士爆发战争写“德国战争短

评”。文章登载在６月２０日、２５日和２８日及７月３日

和６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关于普奥战争问题的

讨论。讨论变成了有关民族问题的辩论。马克思在第

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

题上的观点。

月上半月     马克思研究风行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实证论创

始人奥·孔德的哲学。孔德的观点已为工联改良派领

导人接受，从而能够影响英国工人阶级。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支持荣克的发言，因为他捍卫无

产阶级和国际工人协会在普奥战争时期的革命策略。

月 日      在辩论关于普奥战争问题期间，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

就无产阶级在这次战争中的立场发表了演说。

月 日      马克思参加总委员会对有关举行日内瓦代表大会的

各项问题，其中包括代表大会的议程的讨论，并支持

总委员会仍设在伦敦的提议。

月 底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研究刚刚发表的有关英国

工业中的童工劳动以及英国无产阶级居住条件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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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报告。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作关于日

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报告。

月— 月初    马克思在物质上遇到了极大困难。他几次写信给荷兰

的亲戚请求帮助，但始终没有回信。像往常一样，恩格

斯帮助了马克思。

月底       马克思为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起草“临时中央

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月 日      马克思写信给约·菲·贝克尔，对日内瓦代表大会的

组织工作作了指示。他建议不要选举改良主义者奥哲

尔为代表大会的主席，并且强调指出奥哲尔和改革同

盟里的其他工联领袖所起的妥协作用，他们已走上同

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而损害工人利益的道路。

月 — 日     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了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

会给代表的指示”，并按照“指示”通过了各项主要决

议。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了以马克思草拟的临时章程

为基础的国际的章程。指示和章程连同关于代表大会

的概况报道分别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在国际的各个机

关报上发表。

月 日      英国代表威·朗·克里默和詹·卡特在日内瓦代表

大会上回击了蒲鲁东分子代表对知识分子的攻讦，强

调指出马克思在创立国际中的杰出作用，认为马克思

是把自己的整个一生都献给工人阶级事业的人物。马

克思由代表大会选入总委员会。

月下半月     马克思阅读了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

的工作报告。他对会议的工作成果，特别是代表大会

发出的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这是国际提出的基本要

求之一）而斗争的号召给予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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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重新当选为德国通讯书记。

月 日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决定向法国外交部递交

抗议书，抗议法国当局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对日内瓦代表大会的

工作作了评价，他着重指出代表大会在法国、英国和

美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说明蒲鲁东主义者是无产阶

级的任何革命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敌人，并指出蒲鲁东

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巨大危害。

月 日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叙述了“资本论”的总的结

构，他说这部著作打算分四卷：“（一）资本的生产过

程；（二）资本的流通过程；（三）整个过程的形式；（四）

学说史。”

年 月—
年 月中

马克思帮助埃卡留斯撰写一组揭露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约·斯·穆勒的文章。穆勒的

观点对英国无产阶级上层分子有影响。这一组文章在

“共和国”周报上发表，标题是“向工人驳斥约翰·斯

图亚特·穆勒的一些政治经济学论点”。

月中      马克思给汉堡出版家迈斯纳寄去“资本论”第一卷手

稿的第一部分。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被选入参加工联伦敦理事

会会议的代表团。马克思在会上提议纪念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

月 日     在总委员会讨论关于法国政府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

文件一事时，马克思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反对

工人的实质。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登载在各种资产阶

级报纸上的许多文章已经不得不承认，国际工人协会

是这一世纪的重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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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７

月上半月     马克思继续写作“资本论”，包括补充关于资本主义积

累的一般规律的一章，为此，他读了恩格斯寄去的英

国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詹·爱·托·罗杰斯的著作

“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

— 月       马克思在物质上异常困难，家里受到被撵出住宅和没

收财产的威胁。恩格斯帮助了马克思。

月 日      马克思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出席伦敦纪念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起义三周年大会。他发表了演说

并提出一项决议案。马克思的演说和决议案发表在２

月１０日的伦敦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报纸“自由之

声”上。

月 日      恩格斯寄给马克思有关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工人的状

况和斗争的新材料。

月 日      马克思通过库格曼寄给汉诺威自由派的报纸“北德

报”一篇短文，驳斥了该报散布的谣传，说什么马克思

打算去大陆准备波兰起义。该报于２月２１日公布了

由编辑部改写的马克思的辟谣声明。

月 日      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纪念会上发表演

说，阐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问题，以及德国社会关

系的问题。这篇演说由总委员会委员弗·列斯纳记录

下来，登载在３月号的“先驱”杂志上。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被选入总委员会的代表团，

代表团将前往伦敦工联，去争取他们从物质上支援正

在罢工的巴黎铜器工人。

月 日       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他已写完“资本论”第一卷，

并打算亲自将手稿送到汉堡出版商那里。

８４８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月 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资本论”第一卷

写完的欢乐心情，同时给马克思寄去到汉堡的路费。

月 日      马克思由伦敦前往汉堡。

月 日— 月 日
左右

马克思住在汉堡，同迈斯纳商谈关于出版“资本论”第

一卷的一些问题。

月下半月—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各种办法通过报刊来报道“资本

论”第一卷即将出版的消息，并采取步骤，以便能把该

书译成英文和法文。

月 日左右— 月
日

马克思在汉诺威库格曼家做客。

月 日      莱比锡奥·维干德印刷所开始印刷“资本论”第一卷。

月 日      马克思收到印刷所送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印

张校样。

月 — 日    马克思由汉诺威回伦敦途中为了同迈斯纳进一步商

谈，在汉堡逗留。

月 日      马克思回到伦敦。

月下半月     马克思收到布鲁塞尔的国际会员阿·万丹胡亭的回

信，信中报告了沙勒罗瓦煤矿区矿工暴动的原因。

约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住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月上半月     恩格斯对化学的最新学说感到兴趣，他读了德国化学

家奥·威·霍夫曼的著作“现代化学通论”。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

社员——爱尔兰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

者——审判案的进程。

月 日       马克思把“资本论”的五个印张校样寄给恩格斯校阅，

并请他指出在对价值形式的叙述中有哪些地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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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录中作通俗说明。

月 日       马克思被选入起草总委员会关于即将召开的洛桑代

表大会的呼吁书的委员会。

月 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自己读完“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批校样后的意见，以及对在第一卷附录中

叙述有关价值形式问题的想法。

月 — 日    马克思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

章的附录“价值形式”。

月 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推荐国际会员英国法学家赛·

穆尔担任“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翻译，同时答应自己

负责照管翻译工作。

月 日       恩格斯动身去瑞士、丹麦和德国旅行。他在旅行期间

写了旅行日记，简要地记下了自己的观感；他还到汉

诺威访问了库格曼。

月 日       马克思参加总委员会讨论了在他参与下草拟的关于

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说明了呼吁书提到的代表大

会的第一项议程。

月中       马克思校审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译文。呼吁

书用法文和德文印成传单，同时还在８月３１日的国际比

利时支部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和其他报纸上登载。

月 日      马克思由总委员会选入出席工联伦敦理事会年会的

代表团。

月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工人运动活动家阿·弗·左尔格从美国

寄来的信，信中说他打算在霍布根建立国际支部。左

尔格请马克思寄去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并告诉他

加入协会的条件。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刚刚出版的议会蓝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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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引用的官方统计资料，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说什

么工联的活动将导致英国制铁业萎缩的声明。马克思

发言的记录于７月２７日在英国“工人报”和“蜂房报”

上发表。马克思还提出了旨在反对巴黎理事会的蒲鲁

东主义者的建议，即只有总委员会有权修改国际代表

大会的议程。马克思的建议被采纳了。

月 日      马克思写完“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并把它寄给汉堡

出版商。

月初       恩格斯回到曼彻斯特。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并提出反对国际正式

参加定于９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

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案。马克思在发言

中着重指出，国际是争取和平的真正战士，因为“各国

工人阶级的团结最终应该使各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

可能”。同时马克思认为最好是国际的代表以个人身

分参加代表大会。马克思的提议被一致通过。马克思

的发言记录和决议发表在１８６７年８月１７日的“蜂房

报”上。

月 日      马克思看完“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的校样。他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衷心感谢恩格斯在他写作这部著

作期间所给予的无私帮助。

月 日      总委员会会议批准了由马克思签名的将提交给洛桑

代表大会的报告。

月 日左右    马克思继续写作“资本论”第二卷。他考察了有关固定

资本周转的问题。

月 — 日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研究有关固定资本的补偿和

折旧资金的利用的问题。他收集了曼彻斯特一些工厂

的实际资料并把自己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详细统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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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寄给马克思。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对某些英国委员的批评意

见作了答复，这些委员认为委员会很少注意讨论一般

性问题。马克思强调指出委员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反对将国际变成辩论的俱乐部。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寄给已成为国际机关报的巴黎左派共和党人

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一篇短评。短评引用了普鲁士中

央统计档案馆馆长奥·许布纳尔关于全国劳动群众

贫穷状况的一份报表。短评于９月６日在该报发表，

但内容受到一些歪曲。

月 日       马克思由洛桑代表大会选入总委员会。

月 — 日     马克思收到列斯纳和埃卡留斯寄来的关于国际洛桑

代表大会和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进程

的报告。

月 日      马克思和保·拉法格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数日。

月 日      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重新当选为德国通讯书记。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同工联的改良派首领们斗争，终

于使会议作出决定：撤销工联伦敦理事会成员奥哲尔

直到当时一直担任的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月 日     恩格斯写了两篇书评，目的是在普及和宣传“资本论”

的思想，也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报界对“资本论”第一

卷的出版蓄意保持的沉默。其中一篇登载在１０月３０

日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纸“未来报”的附刊上；

另一篇是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莱茵报”写的，该报未予

发表。

月中       马克思十分重视李卜克内西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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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在给李卜克内西的许多信件中为他的发言提

出很多建议和指示。由于李卜克内西打算要求国会成

立德国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马克思寄给他有关议会

专门委员会职权的一些官方文件，以便使他熟悉在英

国是怎样安排这种事情的。

月 日     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书评于１１月２日

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报纸“爱北斐特日报”上发表。

月 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对爱尔兰民族解放

运动的前途的意见，同时论证了爱尔兰同英国分离的

权利。

月 日和 日之间 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书评于１１月１７日

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报纸“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发表。

月 日      恩格斯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叙述了他对英国政治形势

的看法，并强调指出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人反对英国

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同情正日益增长。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互相往来的信件中，就工人约·狄

慈根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谈到的哲学观点交换了意见，

对于这位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的世界观给予很高评价。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宣读了他起草的就判

处芬尼亚运动参加者以死刑一事的意见书。意见书被

一致通过，并以“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

和国际工人协会”为题在１１月２４日“法兰西信使报”

上发表。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准备参加总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为将要作的关

于爱尔兰问题的发言拟定提纲。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讨论爱尔兰问题时，马克思决定放弃

发言，而把自己的发言内容转述给福克斯，因为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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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１１月２３日三名芬尼亚社社员在曼彻斯特被处

决以后，由英国人来对英国政府的镇压提出抗议，在

政治上要更加合适些。

月 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确定了英国无产阶级在爱

尔兰问题上的策略，同时着重指出策略的主要点应该

是争取消除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并给予爱尔兰

以民族独立。

月 日      马克思给“未来报”寄去“剽窃者”一文，旨在抨击拉萨

尔分子霍夫施泰滕，因为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

的演说中盗用了“资本论”的各个部分，歪曲其内容，

而不提它的出处。该文登载在１２月１２日的“未来报”

附刊上，没有署名。

月 — 日   恩格斯写了两篇“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书评发表于

１２月２７日的“观察家报”和德国工商界的机关报“维

尔腾堡工商业报”上。

月 日     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上作了关于爱尔

兰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英国奴役爱

尔兰的历史，并论证了国际对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所采取的立场。

年 月下半月
— 年 月底

马克思不顾极其不良的健康状况，继续写作“资本

论”。他研究了若干统计材料、议会蓝皮书，读了约·

摩尔顿、卡·尼·弗腊斯和约·亨·杜能关于农业的

一些著作。

１８６８

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书评于１月２１日发

表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纸“新巴登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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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月    恩格斯抽出很多时间去做席勒协会理事会的工作。

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德国小资产阶级哲学家

和经济学家欧·杜林的“贬低凯里的功绩的人”、“资

本与劳动”等著作交换意见。

月 日和 日之间 恩格斯为德国工人的报纸“民主周报”写“资本论”第

一卷书评。书评于３月２１日和２８日发表。

月 日左右    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为他在国会中发言批

评新营业规章一事提供意见。

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德国历史学家格·路·毛勒的

“公社的、农户的、乡村的和城市的结构史绪论”，以及

他的其他著作，对它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月        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一卷提纲。

月 — 日     恩格斯在伦敦，适逢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拉法格结

婚。

月 —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有关日内瓦对建筑工

人实行同盟歇业的事情。

月底       马克思研究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

在给恩格斯的几封信中把自己研究这个问题的结论

以及“资本论”后两卷的计划告诉了恩格斯，并且特别

详细地叙述了第三卷的内容。

月 日      马克思在因病长期休息之后出席了总委员会会议。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公布对比利时政府的

正式揭露，揭发它对沙勒罗瓦罢工的煤矿工人施行血

腥镇压；总委员会一致通过马克思的建议。

月 日      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工资问题的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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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左右— 月  恩格斯为英国自由资产阶级杂志“双周评论”写“资本

１日 论”第一卷书评。书评未发表。

月 日和 日之间 马克思写关于改变原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

的地点的决议草案，改变地点的原因是比利时延长外

侨法的有效期限以及比利时政府迫害协会会员；草案

于６月２日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为总委员会通过，

并发表在６月６日的“蜂房报”上。但是，考虑到比利时

支部的意见，他们认为不在布鲁塞尔举行代表大会是

对政府的让步，马克思于６月１６日收回自己的建议。

月 日— 月 日
左右

马克思同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的家里作客。

月 日左右    马克思给德国社会主义者威·艾希霍夫寄去详细的

指示和资料，供他写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小册子。

月 日       马克思在致齐·迈耶尔的信中请他寄给有关美国土

地关系和农业情况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在“资本论”中

详细分析地租问题所必需的。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要对法国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流亡者费·皮阿以法国人支部的名义在

伦敦发表的那些挑拨性和冒险性的讲话表示异议。马

克思写的决议为总委员会通过，并刊载在几家比利时

报纸上：７月１２日的“自由报”、７月１９日的“蟋蟀报”

（《ＬａＣｉｇａｌｅ》）和７月２６日的“人民论坛报”上。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写“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文中驳斥了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的诬蔑，后者在他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非难马克思从巴师夏那里抄

袭了价值量的定义。马克思的文章未发表。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声明，谴责不列颠政府

的行为；它取消了流亡者补助金预算案项目中“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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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词前面的“波兰的”这一形容词。马克思的声明

被总委员会当作决议通过，并发表在７月１８日的“蜂

房报”上。

月 日和 日之间马克思阅读并修改艾希霍夫论述国际的著作的校样；

这一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于８月出版。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时，马克思作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

的发言。马克思的发言记录发表在８月１日的“蜂房

报”上。

月 — 日    恩格斯为莱比锡的一家文艺性报纸“凉亭”（《Ｄｉｅ

Ｇａｒｔｅｎｌａｕｂｅ》）写一篇关于马克思生平的短文，并将

该文寄给库格曼。文章未发表。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议事日程

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

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并且作了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

言。决议草案被总委员会通过。马克思的发言记录发

表在８月２２日的“蜂房报”上。

马克思把经他校阅过的为行将在布鲁塞尔召开

的代表大会而发的“告伦敦的德国工人书”寄给列斯

纳，该文件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在

８月１５日的“海尔曼”报上。

月 日      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邀请马克思以贵宾身分出席

该联合会在汉堡举行的大会，马克思在复信中说，由

于筹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总委员会里工作繁重，

因而不能接受这一邀请；他赞成把关于无产阶级争取

政治自由、争取缩短工作日和争取工人阶级的国 际

合作的问题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马克思对邀请的复

信发表在８月２８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８月２９

日的“民主周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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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月 日
左右       马克思在兰兹格特休息。

月 日      马克思写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在总委员会

会议上通过。决议发表在８月２９日的“蜂房报”上。

约 月 日— 月 日马克思写总委员会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

告；总委员会于９月１日一致批准总结报告，并将它

用英文发表在９月９日的“泰晤士报”上，用德文发表

在９月号的“先驱”杂志上，用法文发表在“比利时人

民报”附刊上。

月 日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参加了琼斯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

月初       恩格斯陪他从德国来的母亲在奥斯坦德住了几天。旅

行期间他在伦敦会见马克思。

月 — 日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宣读和讨论马克

思写的总委员会总结报告；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提出

的、并由总委员会批准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和关于缩短工作日的

决议。马克思再度被代表大会选入总委员会。

月 日      在接到列斯纳寄来的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进行情

况的详细报道后，马克思写信给他和埃卡留斯，信中

指示总委员会的代表们对待蒲鲁东主义者所应遵循

的策略；他还建议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来揭露

挑拨法国和德国进行战争的人。

月 日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德国代表们提出一项决议案，

建议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促

使它翻译成各种文字，他们还指出“资本论”的作者的

不可估量的功绩，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对资本主义作

了科学的分析。

月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出版一本供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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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阅读的“资本论”通俗小册子，这一意图没有实现。

恩格斯声明退出席勒协会理事会，因为该协会邀请卡

·福格特作演讲，而早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马克思就揭

发了卡·福格特是路易·波拿巴的领津贴的暗探。

月 日— 月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了与德国工人运动发

展有关的问题，并且制订了对待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它

的领导人施韦泽的策略。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参加讨论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的总结。

月 日      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他在对待拉萨尔

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时所应当遵循的策略。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再度当选为德国通讯书记。

月底—      初 鉴于警察当局取缔设在莱比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

和关闭该联合会在柏林的地方分会，恩格斯写了两篇

题为“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的文章。文章发

表在１０月３日和１０日的“民主周报”上。

月底— 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在西班牙展开的革命

事件。

月初— 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阅读约·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

质”一书手稿，手稿是狄慈根寄给马克思的。

月 日      马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

关系的短文，文中指出工联和英国工人的其他一些组

织都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这篇短文揭穿了德国报纸

的诽谤，它们否认英国工人组织与协会有联系。该文

刊登在１０月１７日的“民主周报”上。

马克思接到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弗·丹尼尔逊

的信，信中说，出版家Ｈ 波利亚科夫有意用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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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资本论”。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由于提名奥哲尔

为议会选举候选人而发出告选民书的问题。马克思考

虑到提出一个工人、总委员会委员当候选人对国际的

事业有利，因而支持荣克关于写这样一份告选民书的

建议。马克思受委托起草告选民书，告选民书在１０月

１３日为总委员会通过。

月 日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复信中把写“资本论”时的工

作情形告诉他，并应对方的请求为俄文版第一卷寄去

作者自我介绍。

月 日     马克思在致信施韦泽答复对方请求他劝说李卜克内

西停止反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斗争时声称：作为德国

通讯书记，他在施韦泽和李卜克内西的关系上只应当

起公正的评判人的作用。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派的改

良主义观点和有害的策略时强调说，他保留公开批判

他们的观点的权利，当他认为为了工人运动的利益必

须公开批判他们时，他将这样做。

月 日     马克思以总委员会代表的身分出席工联代表会议。这

次会议是为了讨论有关工联的新法案而召开的。

月中      恩格斯阅读查·达尔文的著作“家畜和农作物的变

异”第一卷。

月下半月    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委员们讨论关于所谓在伦敦的

法国人支部的活动问题，这个支部在皮阿的影响下变

成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反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的工

具。总委员会授权马克思，必要时得公开地、通过报刊

声明跟这个已与国际失去任何联系的集团断绝关系。

月初      马克思研究有关地租和土地关系的文献，他非常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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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以及在不同的时代村社在某些民族（其中包括

斯拉夫各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

中的地位和作用。德国流亡者、政论家西·路·波克

罕帮助他翻译俄文资料。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托校订布鲁塞尔代表

大会决议的英译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日内

瓦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起刊载在１１月２１日和１２月１２

日的“蜂房报”上。

月 日     马克思为英国保守派杂志“外交评论”写篇短文，题为

“１８６６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是怎样使

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该文于１２月２日发

表。

月 日     马克思请恩格斯寄给他关于银行在实业业务上的作

用的实际材料，这是他在“资本论”中阐明这一问题所

必需的材料。

月 日     马克思给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寄去一封信，信中

声明：鉴于协会对拉萨尔派的妥协态度，他退出协会。

月底      马克思接到俄国革命家亚·亚·谢尔诺 索洛维也维

奇从日内瓦寄来的信，建议他给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

部的机关报“平等报”撰稿，该报定于１８６９年１月１

日在日内瓦创刊；马克思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同意作

固定撰稿人。

月 日      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保管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献档案。

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阅读并在通信中讨论法国历史家欧

·太诺的两本书：“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巴黎”和“一

八五一年十二月的外省”，这两本书揭露了路易·波

拿巴政变史的若干新的详细情节。

月 日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拒绝了巴枯宁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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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国际性团体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请求，同盟

请求把它当作独立的组织接受它加入国际。

月 日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把自己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的纲领性文件的批评意见寄给马克思，并坚决表示反

对接受这一组织到国际队伍中来。

月 日     总委员会在会议上一致赞同马克思写的关于拒绝巴

枯宁的同盟加入国际的决议草案。决议中强调，接受

国际性的组织加入国际会使国际陷于瓦解。决议寄到

日内瓦，同时也寄给其他国家中的国际支部。

１８６９

１—２月      为了写“资本论”，马克思翻阅了１８６８年度的英国杂

志“金融市场评论”（《Ｍｏｎｅｙ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ｖｉｅｗ》）和“经

济学家”，并做了大量摘录。

月 日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参加讨论卢昂支部领导

人艾·奥布里的吁请援助卢昂罢工工人的信。常务委

员会委托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卢昂的棉纺织工业

的厂主宣布同盟歇业的报告；他强调说，法国厂主降

低工资，力图更便宜地生产自己的商品，以便在竞争

中击败英国厂主。马克思支持给卢昂工人以物质援助

的建议。

月底       马克思准备重版自己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他重新通读和校订单行本的全文，然后把它寄

给在汉堡的迈斯纳。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巴塞尔染色工人和织带工人所

遇到的同盟歇业问题时，马克思建议向英国各工联提

出给巴塞尔工人以物质援助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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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月 — 日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处。

月中       马克思接到德·巴普的通知，说未能为马克思的著作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稿找到出版

者。

月 日左右— 月  马克思在因病休息了几个星期以后重新从事“资本

论”的写作；他研究有关信贷问题和银行流通问题的

文献，阅读约·莱·福斯特、ＦＥ 费勒和ＫＧ 奥德

曼的著作，并做了大量摘录。

月 日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决议，把行将召开的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三项议程——关于土地所有制问

题、关于信贷问题和关于普及教育问题预先通知各支

部。

月 日和 日之间由于从鲁高来的德国矿工向总委员会呼吁，恩格斯应

马克思的请求用英文写了“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

协会的报告”，报告揭露了矿主们的残暴，并指出工人

联合会的当前任务。恩格斯的报告于２月２３日总委

员会会议上由马克思宣读，并获批准。报告由马克思

译成德文，发表在３月１７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３月２０日的“民主周报”附刊上和３月２０—２１日的

“未来报”上。

— 月      尽管马克思的健康情况很坏，但他在从事国际协会的

繁重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同时，仍继续致力于

“资本论”的写作。

月初       马克思准备到巴黎去看望生病的女儿劳拉，但由于法

国警察当局知道了他的意图，他不得不把这次旅行推

迟。

月 日       恩格斯知道李卜克内西打算在“民主周报”上转载“德

国农民战争”后，写信给马克思说，他认为把它出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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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合适。恩格斯建议该报转载他的著作“普鲁士军

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最后一章。

月 日       马克思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写给总委员会的信以及

他给同盟的复信的草稿寄给恩格斯，让他知道这事；

复信认为，只有在解散同盟的组织并把它的纲领中的

“各阶级平等”的要求改为“消灭阶级”的要求的条件

下，它的支部才可以加入国际。

月 日       马克思写给同盟中央局的复信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

过。这封复信作为通告信分发给国际各支部，使它们

知道这事。

月底— 月初    恩格斯学荷兰—弗里西安语。

月底— 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

注意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组织与以施韦泽为

首的组织之间发生的尖锐斗争。

月 日      马克思在读了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约·

马·拉德劳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拉萨尔

的文章后，给该文作者寄去一本“资本论”第一卷；在

附函中他要拉德劳注意“资本论”序言的注释，其中指

明这样一个事实：拉萨尔在大量抄袭马克思的著作的

同时，还歪曲马克思的观点，而在马克思那里却与拉

萨尔的政治策略毫无共同之点。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

工人议员的活动，指出倍倍尔在发言中公开声明自己

隶属于国际。马克思要总委员会注意所谓的在伦敦的

法国人支部损害国际工人协会名誉的活动；实际上这

个支部是在国际之外。

月 日      鉴于比利时罢工工人遭到残酷镇压，马克思在总委员

会会议上提出建议，不要局限于写呼吁书（他已经受

４６８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呼吁书），而要组织广泛的抗议

运动。

月初       为了继续写“资本论”，马克思阅读有关英国农业中使

用童工的官方报告。

马克思接到齐·迈耶尔寄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工

人运动的情况的信。

马克思接到移居美国的前宪章派领袖乔·哈尼

的信，请马克思寄给他一册“资本论”，他准备为它在

纽约找到译者和出版者。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写的题为“比利时的

屠杀”的呼吁书，它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赞同。呼吁书

用英文印成传单；马克思译的法文呼吁书刊载在５月

１５日的“国际报”（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上、５月１６

日的“自由报”上和５月２２日的“平等报”上；德文呼

吁书发表在５月２２日的“民主周报”上。

月 日      恩格斯寄钱给马克思作为帮助蒙难的比利时矿工的

家属的基金；他们是在比利时政府进行镇压的时候遇

难的。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揭露美国共和党领袖

们的反英备战活动。总委员会一致通过马克思提出

的、号召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

盟的公开信”。该文件用英文印成传单，同时也发表在

５月１５日的“蜂房报”上、５月２２日的“民主周报”上，

以及８月号的“先驱”杂志上。

月 日左右— 月
日

马克思看他自己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的再版校样并写序言；该版于１８６９年７月底问世。

月 日— 月 日 马克思带小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说，他收到一封莱比锡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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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联合会寄来的信，请求帮助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装

订工人建立联系。

月 日      马克思参加在伦敦埃克塞特会堂举行的人数众多的

工联群众集会，这次集会是为支持扩大工联权利的法

案而组织的。

约 —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马克思

写给恩格斯的信件最初是个别地，后来几乎全部都遭

到暗中检查。

月 日       恩格斯不再在曼彻斯特营业所里做事了，从此他把自

己完全献给党的、学术的和政论的活动。

月 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李卜克内西请他去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信。马克思谢绝了邀请，他给李

卜克内西指出了独立的德国工人政党（它不同于小资

产阶级的人民党和拉萨尔派的宗派组织）所必须依据

的一些原则。同时马克思还建议实现德国各工人协会

的纽伦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国际的决议。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行将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的议程时，马克思就土地所有制问题作了两次发言，

他强调向土地集体所有制过渡是经济的必然性。

月 — 日     马克思化名为威廉斯，待在巴黎看望劳拉和保尔·拉

法格。

月 日      为了给巴塞尔代表大会做准备，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

议上开展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辩论，并且表示，无

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策略上考虑，他都反对巴枯宁的

这一口号。

月 日      马克思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批判约·菲·贝克尔提出

的按语言原则建立国际的建议，并要他防止在爱森纳

赫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可能作出的错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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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左右    恩格斯对他在１８６８年７月底写成的介绍马克思生平

的文章进行加工。马克思生平简介发表在８月２日的

“未来报”上和８月２１日的“民主周报”附刊上。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准备的关于继承权

问题的报告。马克思的报告被批准并以总委员会的名

义提交巴塞尔代表大会。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收到李卜克内西拍来的关于在爱森纳赫成立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电报，并收到他的一封关于爱森

纳赫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信。

月 日和 日   由于为巴塞尔代表大会做准备，马克思作关于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普及教育问题的演讲和总结发言。他阐明

了实行国家义务和免费的小学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智

育同体力劳动和综合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他反

对在小学中讲授宗教。

月 日      马克思坚持推荐荣克出席木工和细木工统一工联的

会议，会议上将讨论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

月 日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中

的无产阶级团结对于克服民族偏见的意义；他在谈到

这点时援引了波兰革命家、总委员会委员安·扎比茨

基报道的消息：波兹南的波兰建筑工人的罢工由于柏

林工人的援助而胜利结束。

月 日左右—
月初

恩格斯到德国去，在住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属那里

度过了几天。

月底— 月初    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用英文和德文写“总委员会向

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月 日和 日    马克思把他写的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教育问

题的决议以及关于继承权问题的决议寄给巴塞尔代

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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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恩格斯偕同他的妻子莉希·白恩士，还有爱琳娜·马

克思在爱尔兰旅行。他访问了都柏林、基拉尼和科克，

到处看到黩武主义的强霸势力，看到爱尔兰居民的减

少和贫困状况，这是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的结

果。

月 — 日    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

总结报告和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再度全票当选

为总委员会委员。

约 月 — 日    马克思接到列斯纳寄来的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进程

的详细报道。

月 日左右—
月 日    马克思偕同女儿燕妮到汉诺威去看望库格曼；途中他

们曾在布鲁治和列日逗留，在亚琛的亲戚家里住了一

天，造访了科伦，顺路到济克堡去看狄慈根，从那里到

波恩、美因兹，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保·施土姆普弗家

里住了一天，然后到维斯巴登，从那里去汉诺威。

月 日左右—
月 日  马克思同女儿燕妮在汉诺威库格曼家里休息。

月 日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把他在爱尔兰旅行的印象

告诉对方，并请马克思与迈斯纳商谈他已动笔写的那

本爱尔兰史的出版问题。

月 日      马克思接见以Ｊ 哈曼为首的拉萨尔派五金工人工会

代表团，他在谈话中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的工

会的意义。１１月２７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

“人民国家报”歪曲地发表了这次谈话的报道。

约 月底      恩格斯准备再版自己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该书第

二版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在莱比锡出版。

— 月     恩格斯写他立意要写的“爱尔兰史”。恩格斯在研读大

量历史文献的同时还研究了古爱尔兰文的第一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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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力图使被资产阶级学者们歪曲了的爱尔兰人民的

历史恢复真面目。

月 日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威·白拉克、莱·邦霍

尔斯特和赛·施皮尔在汉诺威拜访马克思。

月 — 日    马克思在汉堡，在那里与迈斯纳会面。

月 日     马克思回伦敦。

月 日     恩格斯到伦敦去看马克思。

月 日     马克思接到翻译家沙·凯累尔从巴黎寄来的“资本

论”第一卷第二章的法文译稿，他通读译稿并提出自

己的意见，然后通过拉法格把它寄回巴黎。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德国工人运动顺利发

展的情况。

月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丹尼尔逊从彼得堡寄来的恩·弗列罗夫

斯基所著“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

月 日     马克思参加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人数众多的伦敦工人

示威大会，大会的口号是：释放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报

刊隐瞒和歪曲关于英国工人争取爱尔兰解放的运动

的消息。总委员会委托以马克思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起

草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议。

月 日     鉴于德国资产阶级报刊掀起反对巴塞尔代表大会关

于把土地变为公有的决议的运动，马克思在致恩格斯

的信中尖锐地批评李卜克内西和“人民国家报”所采

取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立场；“人民国家报”向小

资产阶级的人民党让步，没有广泛宣传巴塞尔代表大

会的各项决议，并且不止一次地断言：土地国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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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英国十分迫切，但与德国却无关。马克思强调

说，在德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埋葬大土地所有制。

月底      马克思为了要阅读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

状况”一书和了解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著

作，开始学俄文。

约 年 月—
年 月 日

马克思读亚·伊·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一书的第

一部分——“监狱与流放”。

月       恩格斯应马克思（这期间他正在研究地租问题）的请

求阅读美国庸俗经济学家亨·查·凯里的“社会科学

原理”一书，特别注意他的地租理论。恩格斯把自己读

后的意见写信告诉马克思。

月 日      恩格斯读了邦霍尔斯特致马克思的信（信中请求对于

在德国农民中间进行的宣传工作提出建议）之后，写

信给马克思，谈到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对社会

民主工党在农民问题上制定正确的策略的巨大意义，

并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表述了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加

以区别对待的必要性。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因病缺席的马克思的一封信，

该信建议讨论英国政府和英国工人在爱尔兰问题上

的立场；总委员会决定把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列入下次

会议的议程。

月 日左右   马克思校阅一封公开信，内容是总委员会创建的英国

工人组织——土地和劳动同盟的纲领。

月 、 和 日  马克思出席总委员会为了爱尔兰问题而举行的几次

会议，他揭开了辩论，并在自己的发言中揭露格莱斯

顿政府对待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他还提出一项

支持要求赦免爱尔兰革命者的运动的决议草案。他在

讨论过程中曾两次发言尖锐地批评总委员会的英国

０７８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委员、工联改良派领袖托·詹·莫特斯赫德和奥哲尔

的立场，因为他们为格莱斯顿的政策辩解。决议被通

过，并分发给国际各支部，同时也分发给英国各工联。

决议发表于１１月２１日的“雷诺新闻”、１１月２７日的

“人民国家报”、１２月１２日的“国际报”和其他报纸。

月 日      马克思在致工联主义领袖、总委员会委员罗·阿普耳

加思的信中阐明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关于把土地变为

公有的决议。

月 日     马克思通知恩格斯说，凯累尔为了准备马克思的著作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法译文，中断了“资

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翻译工作。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日内瓦报纸“平等报”（巴枯宁

派在该报编辑部中占多数）对总委员会的攻击时，马

克思正式宣布：李卜克内西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而巴枯宁分子所袒护的施韦泽并未加入协会，并且不

承认总委员会在他与李卜克内西的冲突中作为仲裁

人。

月 日左右   关于总委员会对巴枯宁的同盟的破坏活动预先采取

措施一事，马克思寄给德·巴普一份详细报道，让他

通知国际的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

月底— 年
月初      恩格斯在巴门的亲戚家里作客，在去德国时曾顺路到

伦敦看望马克思。

１８７０

— 月      恩格斯继续写“爱尔兰史”，研究古爱尔兰法律，阅读

爱·威克菲尔德、约·帕·普兰德加斯特、约·尼·

墨菲等人的著作。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写给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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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一封通告信，信中驳斥了巴枯宁派在“平等报”上

对总委员会提出的诽谤性指控。马克思阐明爱尔兰人

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国际意义，以及这一斗争与英国的

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关系。通告信被批准，并

分发给国际各支部。

月 日       恩格斯从德国回到曼彻斯特。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德·巴普，详细报道国际的活动情况，

寄给他一份１月１日的通告信，并将英国工人、工联

活动家、总委员会委员罗·肖去世的消息告诉他；马

克思作为总委员会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马

克思的信中谈到肖的那一部分发表在１月１６日的

“国际报”上。

月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汉诺威机械工人联合会寄来的信，请求协

助他们与英国机械工人建立联系；由于马克思生病，

荣克按他的委托把这事通知总委员会委员们，在总委

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采取措施使英国机械工人和

德国机械工人建立联系的决定。

月中— 月初    马克思患病。

月 日      常务委员会例会在马克思的住所举行。

月 日      马克思在致德·巴普的信中详细说明巴枯宁派在国

际中的分裂活动。由于写“资本论”，马克思还请对方

介绍他一些关于比利时的农业和土地所有制的著作。

月 日       恩格斯给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者、佐林根的工人以物质

支持。

月 日左右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写

序言，他在序言中揭示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农

民的作用，并指出无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的策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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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将马克思看过并且赞同的序言寄给李卜克内西。

序言首次发表在４月２日和６日的“人民国家报”上。

月 日      马克思寄给“国际报”一些揭露英国政府残酷对待爱

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文

章的形式于２月２７日和３月６日刊登出来，题为“英

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

月 日— 月 日 在马克思的参与下，他的大女儿燕妮为法国左派共和

党的报纸“马赛曲报”写了一组专论爱尔兰问题并揭

露英国狱吏残酷对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文章。

从３月１日起到４月２４日止这组文章在报上连载。

— 月       恩格斯密切注视由于格莱斯顿政府提出对爱尔兰的

高压法案和土地法案而在下院和上院引起的关于爱

尔兰问题的辩论。

月 日左右    马克思重新执笔写作“资本论”。

月 日      马克思在因病长时间休息之后参加总委员会会议，会

上讨论接纳巴黎的实证主义无产者哲学小组加入国

际工人协会的问题。

月 日      马克思为自己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二版写的序言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

月 日      马克思通知不久前在日内瓦建立的俄国支部说，总委

员会已决定接受它加入国际，他自己也同意担任俄国

支部驻总委员会的代表；马克思特别提到车尔尼雪夫

斯基和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

展的意义。马克思的复信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５日发表在

俄国支部的机关报“人民事业”上。

马克思提醒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必须按国

际工人协会章程的规定每３个月寄给总委员会一份

工人运动情况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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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马克思以德国通讯书记的身分通过库格曼给社会民

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寄去一份“机密通知”，内容有

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的通告信“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

区联合会委员会”，以及关于巴枯宁派在“国际”中的

破坏活动的详细通报和总委员会对此所采取的措施。

月 日       马克思在写给在美国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领导人齐

·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阐明国际在爱尔兰问

题上的立场，并指示他们必须在美国工人中正确说明

这一立场。

月 日      克思出席总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法国克列索矿工

罢工参加者受到残酷镇压的问题；总委员会委托马克

思和欧·杜邦为这次罢工事件起草一份呼吁书。

约 月 — 日   马克思两次去探望患重病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卡·沙佩尔。沙佩尔死后，马克思向恩格斯征询材料

为死者写悼文。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与

业已变为资产阶级报纸的“蜂房报”断绝关系。建议被

一致通过，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写一份决

议。马克思写的决议以声明的形式发表在５月１１日

的“人民国家报”上，随后又发表在国际的其他许多机

关刊物上。

月 日      恩格斯在致白拉克的信中指出德国工人在国会中有

一批自己的代表这一事实的意义，并指出今后必须把

尽可能多的工人议员选入国会。恩格斯的信发表在５

月１４日的“人民国家报”上。

月 日      马克思收到从日内瓦寄来的“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

俄文译本，它是“钟声”印刷所出版的。马克思寄了一

册给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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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爱尔兰史”。他原来计划写四章，但只来得

及写完第一章以及第二章的一部分。普法战争爆发，

巴黎公社，以及国际中浩繁的实际工作使恩格斯未能

完成他的著作。

月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批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国际工人

协会法国支部成员遭受迫害的呼吁书。呼吁书用英文

印成单张的传单，并于５月４日发表在英国自由党的

报纸“每日电讯报”上；作者译的法译文刊载在５月７

日的“马赛曲报”上，以及其他的机关报刊上。

月 日左右     马克思坚决劝告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对巴

枯宁及其追随者采取更明确的态度。

月 日      马克思起草总委员会关于所谓的在伦敦的法国人支

部的决议草案，草案中否认这个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

动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由于马克思生病，决议

草案由荣克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获一致批准。

决议公布在５月１４日的“蜂房报”上、５月２１日的“平

等报”上、５月２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以及其他报纸上。

月 —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行将召开的国际代表

大会的地点问题。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赞成采纳德国社会民

主工党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美因兹召开应届国际工

人协会代表大会的建议，并就这一问题提出决议案。

获一致通过的决议刊载在５月２５日的“人民国家报”上

和５月２８日的“平等报”上，以及其他的机关报刊上。

月 日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评价法国统治集团为了巩

固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制度而进行的全民投票的结

果时，大大赞扬了法国工人的行动，因为他们积极地

表达了对波拿巴政体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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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左尔格寄来的关于美国工人状况的统计

材料。

月 日— 月 日
左右        马克思带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

月 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行将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工人协

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

会，信中预告对方防范拉萨尔派破坏代表大会的工作

的企图。该信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６日的“人民国家

报”上。

月 日      马克思致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坚决反对李卜

克内西提出的关于延期召开应于１８７０年９月举行的

国际代表大会的建议。

月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谈瑞士罗曼语区联合

会的分裂，并建议作出一项决议，支持原先的联合会

委员会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决议获一致通过，并发

表在７月２３日的“团结报”（《Ｌａ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上和７

月２４日的“米拉波”报上。

月 — 日     由巴黎来的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带着拉法格

的介绍信，曾两次拜访马克思；他向马克思报告俄国

的革命运动，并告诉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

利亚去的事。

月 日左右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请求为爱尔兰歌曲集

“爱尔兰竖琴”写一篇序言性的短文。

月 日       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起草告欧洲和美国工人书，号

召他们支持与企业主作斗争的日内瓦建筑工人。该文

件以“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为题用英、

德、法文印成单张的传单。

月 日      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给各支部的机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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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征询各支部对迁移总委员会驻在地的意见。通

知分发给各支部，各支部表示赞成总委员会仍旧设在

伦敦。

马克思把将在美因兹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寄

给荣克。议程于７月间用英文印成单张传单，并公布

在７月３１日的“自由报”、８月１３日的“人民国家

报”，以及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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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

二  画

丁特尔（Ｄｉｎｔｅｒ，ＪＧ ）——德国矿工，茨

威考矿工联合会领导人。——第３９０

页。

三  画

土尔格齐——见托尔吉耳斯。

大仲马，亚历山大（Ｄｕｍａ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ｐèｒｅ）１８０３—１８７０）——著名的法国作

家。——第６８０页。

万萨德，比埃尔·德尼（Ｖｉｎｃ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ｎｉｓ１８２０—１８８２）——法国工人政论

家，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参加了卢森

堡委员会；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写

有许多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国际

会员。——第９０、９１页。

万丹胡亭，阿尔丰斯（Ｖａｎｄｅｎｈｏｕｔｅｎ，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彩画工人，国际比利时支部

创建人之一（１８６５），国际比利时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对外联络书记和沙勒罗瓦

煤田各城的通讯员。——第６２６、６２７

页。

四  画

尤 尔，安 得 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

家，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

作。——第１１、１２１、３０７页。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Ｍｏｌｔ

ｋｅ，Ｈｅｌｍｕｔ Ｋａｒｌ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９１）——普鲁士将军，１８７１年起为元

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

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１８５７—１８７１）和

帝国总参谋长（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

１９０页。

方 塔 纳，朱 泽 培（Ｆｏｎｔａｎａ，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Ｐ ）——意大利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

者，后流亡国外，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

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导人

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

月—１８６５ 年），意 大 利 通 讯 书 记

（１８６５）。——第２２页。

扎比茨基，安东尼（Ｚａｂｉｃｋｉ，Ａｎｔｏｎｉ１８１０

左右—１８７１）——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

动家，职业为排字工人；１８３１年后从波

兰流亡国外，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１年起侨居英国，伦敦

民主派兄弟会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３年起

出版“自由之声报”，波兰全国委员会书

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１），

波兰通讯书记（１８６６—１８７１）。——第

２４７、４００、４０３、６０８、６３４页。

无地约翰（ＪｏｈｎＬａｃｋｌａｎｄ１１６７左右—

１２１６）—— 英 国 国 王 （１１９９—

１２１６）。——第５５６页。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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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狄亚克，埃蒂耶纳·博诺（Ｃｏｎｄｉｌｌａｃ，Ｅ
′

ｔｉｅｎｎｅＢｏｎｎｏｔｄｅ１７１５—１７８０）—— 法

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学家，感觉论

者；他认为，物的价值是由它的有用性

决定的。——第２９１、３３１页。

不来梅的亚当（ＡｄａｍｖｏｎＢｒｅｍｅｎ约死

于１０８５年）—— 中世纪的编年史家，

“汉堡大主教传”的作者。 ——第５７１

页。

比耳斯，艾德蒙（Ｂｅａｌｅｓ，Ｅｄｍｏｎｄ１８０３—

１８８１）——英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

派；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英国

奴隶解放协会会员，美国内战期间支持

北部；１８６５—１８６９年为改革同盟主

席。——第１０６页。

比 斯 康 普，埃 拉 尔 特（Ｂｉｓｋａｍｐ，

Ｅｌａｒｄ）——德国民主主义者，新闻工作

者，曾参加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曾参加伦敦的

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

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

版。——第３７６页。

文克海姆，贝拉（Ｗｅｎｃｋｈｅｉｍ，Ｂéｌａ１８１１—

１８７９）——匈牙利国家活动家，自由党

人，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６７—１８６９）。——

第４２８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Ｗ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

ａｔｚ，Ａｌｆｒｅｄ１１８７—１８６２）——公爵，奥地

利元帅；１８４８年指挥镇压布拉格和维也

纳起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率领奥地利军

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２２７页。

韦斯顿，约翰（Ｗｅｓｔｏｎ，Ｊｏｈｎ）——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

欧文主义者，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

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７２），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

作，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不列颠

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曾参加改革同盟执

行委员会，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

一。—— 第 ２２、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７、１２０、

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３、１６７、２４６、

３７５、４０３、４９３、６４９、６６３页。

韦济尼埃，比埃尔（Ｖéｓｉｎ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２６—

１９０２）——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流

亡者，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

一，曾参加１８６５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的工作，因诽谤总委员会，根据布鲁塞

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的决议被开除出国

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在伦敦

出版“联盟报”，为世界联盟委员会委

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

会。——第５８６、５８８、５９２、５９６页。

巴拉，茹尔（Ｂａｒａ，Ｊｕｌｅｓ１８３５—１９００）——

比利时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司

法 大 臣 （１８６５—１８７０、 １８７８—

１８８４）。——第３６２页。

巴顿，约翰（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十八世纪末—十

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

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１６８页。

巴特，伊萨克（Ｂｕｔｔ，Ｉｓａａｃ１８１３—１８７９）——爱

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

会议员；六十年代为被囚禁的爱尔兰芬

尼亚社社员的辩护人；七十年代是爱尔

兰自治运动（ＨｏｍｅＲｕｌｅ）的组织者之

一。——第４３３、６６５、６６７页。

巴雷特，迈克尔（Ｂａｒｒｅｔｔ，Ｍｉｃｈａｅｌ死于

１８６８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工

人，被英国当局处死。——第６９１页。

巴克莱，詹姆斯（Ｂｕｃｋｌｅｙ，Ｊａｍｅｓ）——英

国工联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９年）和改革同盟

盟员。——第２２、１１０、３７５、４０３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９７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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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

者。——第３５、１０３、２３３、３５３、３５４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

１８７６）——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民粹主

义者，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国际

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由于进行

分裂活动，在１８７２年的海牙代表大会

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４６５—４６９、

４７７、４７８、７０２页。

五  画

包 令，约 翰（Ｂｏｗｒｉｎｇ，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２）——英国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

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

五十年代是英国在远东实施殖民政策

的高级官员。——第５８４页。

古诺，沙尔·弗朗斯瓦（Ｇｏｕｎ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８１８—１８９３）——杰出的法国

作曲家。——第５８４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８—１９０６）——国际

和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

越活动家，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

的积极会员之一，美国各支部的组织

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纽约总

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１８７２—１８７４），马

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６３２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１８１、２２７页。

兰伯特，约 翰（Ｌａｍｂｅｒｔ，Ｊｏｈｎ１６１９—

１６８３）——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议会军的将军，参加了跟王党军队

作战的历次重要战役和出征苏格兰，

１６５２年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第

５０８页。

兰盖，西蒙·尼右拉·昂利（Ｌｉｎｇｕｅｔ，Ｓｉ

ｍｏｎＮｉｃｏｌａｓＨｅｎｒｉ１７３６—１７９４）——

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

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的自由

和所有制给以深刻的批判。——第３６

页。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３５、３６、１８１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

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

袖之一；１８６６年后为民族自由党

人。——第４０９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１７６０—

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９、２６３、４１５、６５１页。

圣贝尔纳——见克莱沃的贝尔纳。

圣热罗尼莫（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ＳｏｐｈｒｏｎｉｕｓＥｕ

ｓｅｂｉｕｓ（ＳｔＪｅｒｏｍｅ）３４０左右—４２０）——

神学家，生在达尔马戚亚，曾把圣经译

成拉丁文。——第５６１页。

尼禄（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第９页。

尼 古 拉 一 世（ １７９６—

１８５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２５—

１８５５）。——第２２４、２２５、６８７页。

瓦 瑟 尔 （Ｖａｓｓｅｕｒ，Ｔ１８３８ 左 右—

１８６８）——法国白铁工人，国际马赛和

菲沃支部的组织者，总委员会马赛通

讯员，１８６７年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代

０８８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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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第６２４页。

瓦尔兰，路易·欧仁（Ｖａｒｌｉｎ，ＬｏｕｉｓＥｕ

ｇèｎｅ１８３９—１８７１）——卓越的法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装订工人，左派蒲鲁东

主义者，在法国的国际领导人之一，国

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瓦代表大

会（１８６６）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

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

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８日被凡尔赛

分子枪杀。——第５９２页。

瓦耳蒂耶（Ｖａｌｌｔｉｅｒ，Ａ ）——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５），法国人。——第１１０页。

汉森（Ｈａｎｓｅｎ，ＮＰ）——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１８６７年），国际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的参加者，丹麦通讯

书记（１８６６），丹麦和荷兰通讯书记

（１８６７）；丹麦人。——第２２、１１０、６０８、

６３４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

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９月任

普鲁士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

叛卖政策。——第３８６页。

汉考克，尤·纳尔逊（Ｈａｎｃｏｃｋ，ＵＮｅｌ

ｓｏｎ）——爱尔兰法学家，同奥马洪尼出

版了两卷法律汇编“古制全书”。——

第５５３页。

汉美尔，梅雷迪思（Ｈａｎｍｅｒ，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１５４３—１６０４）——英国神甫和历史学

家，“爱尔兰编年史”一书的作者。——

第５５７页。

加尔（Ｇａｌｌｕｓ（Ｇａｌｌ）约５５０—６４５）——基督

教传教士，生在爱尔兰。—— 第５６３

页。

加德纳，罗伯特（Ｇａｒｄｎｅｒ，Ｒｏｂｅｒｔ）——英

国厂主，１８４４年将开设在普雷斯顿的各

企业的工作日从１２小时减到１１小

时。——第３２０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１８４８年在对奥战争中率领志愿军团站

在皮蒙特军方面奋勇作战；１８４９年４—

７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

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

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

第２０３、４５６页。

加布伦茨，路德维希·卡尔·威廉（Ｇａｂ

ｌｅｎｚ，Ｌｕｄｗｉｇ Ｋａｒｌ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４—

１８７４）—— 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和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

的参加者。——第２０９页。

皮琴（Ｐｉｄｇｅｏｎ，Ｗ ）—— 英国工联主义

者，面包工人，曾参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

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和改革同盟盟员。—— 第２２

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人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

领袖，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

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 第３７７—

３７９、５３８、６４０页。

皮尔美，埃多尔（Ｐｉｒｍｅｚ，Ｅｕｄｏｒｅ１８３０—

１８９０）——比利时国家活动家，自由党

人，议会议员（１８５７—１８９０），曾任内务

大 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国 家 银 行 行

长。——第３９６页。

皮阿，费 里 克 斯（Ｐｙａｔ，Ｆéｌｉｘ１８１０—

１８８９）——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

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参加

１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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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１８４８年革命，１８４９年起侨居瑞士、

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

谤马克思和国际：巴黎公社委员。——

第３５２页。

皮哥特，理查（Ｐｉｇｏｔ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２８左右

—１８８９）——爱尔兰资产阶级政论家，

“爱尔兰人报”的出版者（１８６５—１８７９），

芬尼亚社的拥护者，八十年代投靠英国

政府。——第６７１页。

皮特 里，乔 治（Ｐｅｔｒｉｅ，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８９—

１８６６）——爱尔兰学者，考古学家，爱尔

兰皇家学会会员，写有许多古爱尔兰建

筑学方面的著作，１８５２年起为政府古

爱尔兰法律编译 出版委员会 委

员。——第５４７、５５３页。

卡托（小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ｉｎｏｒ公元

前９５—４６）——罗马国家活动家，贵族

共和派领袖。——第２６页。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Ｅ
′
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

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

行记”一书的作者。——第３４页。

卡特，詹姆斯（Ｃａｒｔｅｒ，Ｊａｍｅｓ）——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理发师，改革同

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

月—１８６７年）和 意大 利 通讯 书 记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和洛桑

代表大会（１８６７）的参加者。——第２２、

１１０、６０８、６３４页。

卡罗兰或奥卡罗兰，托尔洛（Ｃａｒｏｌａｎｏｒ

Ｏ’Ｃａｒｏｌａｎ，Ｔｕｒｌｏｇｈ１６７０—１７３８）——

爱尔兰弹唱诗人，作有许多民歌。——

第５７４页。

卡本特尔，威廉·本杰明（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１３—１８８５）——英

国自然科学家和生理学家。—— 第

５８４页。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３ ， １７６６—

１８２６）——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

家，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编纂

家。——第２２６页。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Ｃａｓｔ

ｌｅｒｅａｇｈ，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ｅｗａｒｔ，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６９—１８２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１７９８年残酷地镇压了爱尔兰起

义，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７９９—

１８０１），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外 交 大 臣（１８１２—

１８２２）。——第５０５、６６８、６８８页。

弗兰德亲王——见菲力浦亲王。

弗列罗夫斯基，恩·（ ，

Ｈ）——见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

维奇。

弗利斯，爱德华（Ｆｌｉｅｓ，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６）——普鲁士将军，１８６６年普奥战

争时任骑兵旅旅长，后为骑兵师师

长。——第２０７页。

弗利特伍德，查理（Ｆｌｅｅｔ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死

于１６９２年）——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议会军的将军，１６５２年起任

爱尔兰英军总司令，爱尔兰总督

（１６５４—１６５７）。——第５０８页。

弗里多林（Ｆｒｉｄｏｌｉｎ六世纪）——爱尔兰传

教士，在上莱茵阿勒曼尼人中间传布基

督教。——第５６３页。

弗里布尔（Ｆｒｉｂｏｕｒｇ，ＥＥ）——法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

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

的领导人之一，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

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代表，１８７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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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

协会”一书。——第９０、９２、５８７、５９０、

５９２页。

弗里芒特，约翰·查理（Ｆｒéｍｏｎｔ，Ｊｏｈ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３—１８９０）——美国旅行家

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１８５６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内战时为密

苏里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北军指挥

官。——第２５页。

弗 里 德 里 希 威 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３１—１８８８）——普鲁士王储，１８８８年

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

里希三世；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任普鲁

士第二军团司令。—— 第１９０、２０４、

２０８、２０９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１９０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４０８页。

弗里德里希 卡尔亲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

Ｐｒｉｎｚ１８２８—１８８５）——普鲁士将军，后

为元帅，在１８６４年丹麦战争中为普军

司令，后为联军司令；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

中任普鲁士第一军团司令。—— 第

１９１、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页。

布恩，马 丁 · 詹 姆 斯（Ｂｏｏｎ，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ｍｅ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机械工；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

点的信徒，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

１８７２），土地和劳动同盟书记，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第４０３、

６６３页。

布瓦洛，尼古拉（Ｂｏｉｌ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６３６—

１７１１）——著名的法国诗人和古典主义

理论家。——第６８３页。

布林德，卡尔（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１８２６—１９０７）——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

者；五十年代为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

亡者的领袖之一，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

由党人。——第２３—２７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 法国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２８６

页。

布赖特施韦特，奥托·路德维希（Ｂｒｅｉｔ

ｓｃｈｗｅｒｔ，Ｏｔｔｏ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３６—１８９０）（笔

名路·奥托ＬＯｔｔｏ）——德国新闻工

作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第２２页。

布罗达尔——见布罗迪尔。

布罗迪尔（Ｂｒｏｄｈｉｒ死于１０１４年）——诺

曼海盗，在１０１４年克隆塔尔弗会战中

杀 死 了爱 尔兰 国 王布 里 安 · 博

卢。——第５６７—５７０页。

布卢阿代尔——见布罗迪尔。

布鲁尔，约翰·谢伦（Ｂｒｅｗｅｒ，ＪｏｈｎＳｈｅｒ

ｒｅｎ１８１０—１８７９）——英国历史学家和

语文学家，伦敦皇家学院教授。——第

５５６页。

布朗，约翰（Ｂｒｏｗｎ，Ｊｏｈｎ１８００—１８５９）——

美国农民，废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

之一；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的积极参加者；１８５９年打

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被送交

法院，后被处死。——第４９９页。

布朗纳，爱德华（Ｂｒｏｎｎｅｒ，Ｅｄｕａｒｄ）——德

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

年巴登制宪议会议员，后侨居英

国。——第２４页。

布里安·博卢（ＢｒｉａｎＢｏｒｕ（Ｂｏｒｏｉｍｈｅ）

３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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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６—１０１４）—— 爱尔兰国王（１００１—

１０１４），１０１４年在克隆塔尔弗会战中取

得了对诺曼人的最后胜利。—— 第

５６６—５７０、５７４页。

布里索，雅克·比埃尔（Ｂｒｉｓｓｏ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５４—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革命初

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后为吉伦特

派的领袖和理论家。——第３０页。

布里斯美，德吉烈（Ｂｒｉｓｍéｅ，Ｄéｓｉｒé１８２３—

１８８８）——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

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蒲鲁东主义

者，后为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比利时支

部创始人之一（１８６５），１８６９年起为比利

时总委员会委员，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１８６８）代表，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

副主席，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后

为比 利 时工 人 党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第６２７页。

布 莱 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

盟创始人之一；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

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各部

大臣。——第４５０、４５８、６３５、６６４、６６７、

６８８页。

布莱克（Ｂｌａｋｅ，ＪＡ ）——英国政治活动

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６８９

页。

布莱克本，弗兰西斯（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ｅ，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８２—１８６７）——爱尔兰法学家和国家

活动家，担任英国爱尔兰司法行政机构

中的重要职务。——第５１４页。

布 莱 克 莫 尔 （Ｂｌａｃｋｍｏｒｅ ｏｒ

Ｂｌｏｃｋｍｏｏｒ）——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９日圣

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第２２页。

六  画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８—１８２０）

—— 英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 第

５１０页。

朱克斯，约瑟夫 · 比特（Ｊｕｋｅｓ，Ｊｏｓｅｐｈ

 Ｂｅｅｔｅ １８１１—１８６９）—— 英国地质

学家，１８５０—１８６９年间领导在爱尔兰

进行的地质调查。—— 第５２６、５２９、

５３０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１８５６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

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巴塞尔代表

大会（１８６９）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

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

国际里为马克思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

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２２、１１０、

４０３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为阿鲁

埃Ａｒｏｕｅｔ）——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

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专制

制度和天主教。—— 第３６、１８１、３３９

页。

吉约姆，詹姆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４—

１９１６）——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

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际日内瓦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洛桑代 表大 会

（１８６７）、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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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组织者之一，“进步报”、“团结

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由于

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

除出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是

社会沙文主义者。——第４６７、４６９页。

华金，爱德华·威廉（Ｗａｔｋｉｎ，Ｅｄｗａ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１９—１９０１）—— 英国工业

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３７８

页。

华尔顿，阿尔弗勒德·阿·（Ｗａｌｔｏｎ，Ａｌ

ｆｒｅｄＡ 生于１８１６年）——英国民主运

动活动家，建筑师，改革同盟盟员，全国

改革同盟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７—１８７０），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代

表。——第３７５页。

米尔纳，乔治（Ｍｉｌ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ｅ）——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奥勃莱恩的

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

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８—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

会议代表，１８７２年秋起为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 第３７５、４０３、６４３、

６４８、６５５页。

米 格 尔，托 马 斯 · 弗 兰 西 斯

（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８２３—

１８６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民

族解放运动活动家，爱尔兰同盟创始人

之一（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由于参加起义准备

工作被捕，被判处终身苦役，１８５２年逃

到美国；美国内战时期（１８６１—１８６５）为

爱尔兰志愿兵旅长，站在北军方面作

战。——第５１３、５２２、６３８页。

安（Ａｎｎ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 国 女 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５０３、５０９、５１０、

６３７页。

安德伍德，托马斯·纳尔逊（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

ＴｈｏｍａｓＮｅｌｓｏｎ）——爱尔兰社会活动

家，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辩护

人。——第６７８页。

考布，卡尔（Ｋａｕｂ，Ｋａｒｌ）——侨居伦敦的

德国工人，１８６５年后侨居巴黎；伦敦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５年），１８６５年

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２２、

１１０页。

考莱伯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

（Ｃｏｗｌｅｙ，Ｈｅｎｒ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Ｅａｒｌ１８０４—１８８４）—— 英国

外 交 家，驻 巴 黎 大 使（１８５２—

１８６７）。——第６１５页。

艾 尔 顿，亨 利（Ｉｒｅｔｏｎ，Ｈｅｎｒｙ

１６１１—１６５１）——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著名活动家，独立派思想家之

一，议会军的将军，曾参加奥·克伦威

尔对爱尔兰的讨伐（１６４９—１６５０），后继

克伦威尔为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

（１６５０—１６５１）。——第５０８页。

艾尔德曼，约翰·爱德华（Ｅｒｄｍａｎｎ，Ｊｏ

ｈａｎ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０５—１８９２）——德国哲

学家，右派黑格尔分子。—— 第５６３

页。

达 菲，爱 德 华（Ｄｕｆｆｙ，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４０—１８６８）——爱尔兰革命兄弟会领

袖之一，西爱尔兰芬尼亚运动的组织

者，１８６７年被判１５年苦役，死于狱

中。——第６７４、６７５页。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

人。——第２４４、２５５、５８４页。

达费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

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Ｄｕｆｆｅｒｉ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ｅｍｐｌ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ｅｍｐｌｅ

５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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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 Ｍａｒｑｕｅｓｓ ｏｆ １８２６—

１９０２）——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自由党人，曾参加格莱斯顿内阁

（１８６８—１８７２），爱尔兰大地主。——第

５０１、５２２、６８６、６９３页。

迈斯纳，奥托·卡尔（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ＯｔｔｏＫａｒｌ

１８１９—１９０２）——汉堡出版商，曾出版

“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

他著作。——第８９、９３、２３２、２３６、２４１、

２４３、２５４、２５７、２６０、４１１页。

迈耳莫尔达（Ｍａｏｌｍｏｒｄｈａ（Ｍａｅｌｍｏｒｄｈａ）

死于１０１４年）——伦斯特国王（９９９—

１０１４）。——第５６６一５６９页。

迈耳沙赫莱恩二世（Ｍａｅｌｓｅａｃｈｌａｉｎｎ

９４９—１０２２）—— 爱尔兰国王（９８０—

１００２和１０１４—１０２２）。——第５６９页。

伊索（ ｓｏｐ公元前六世纪）——半传说中

的古希腊寓言作家。—— 第２７、２９２

页。

伊万三世（   １４４０—１５０５）——

莫斯科大公（１４６２—１５０５）。——第１８０

页。

伊丽莎白（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１５３３—１６０３）——英

国女王（１５５８—１６０３）。—— 第５０３、

５０７、５０８、５７４、６３７页。

伊里吉纳，约翰·司各特（Ｅｒｉｇｅｎａ，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Ｓｃｏｔｕｓ约８１０—８７７）——中世

纪哲学家、神学家和翻译家，爱尔兰

人。——第５６３页。

亚历山大大帝——见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黑森—达姆斯塔德亲王（Ａ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Ｐｒｉｎｚｖｏｎ Ｈｅｓｓｅｎ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１８２３—１８８８）——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在１８６６年普奥战

争中指挥几个小邦的联军。—— 第

１９８、２０７页。

亚历山大 一世（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２２７页。

亚历山 大二 世（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第６２７页。

托德，詹姆斯 · 亨梭恩（Ｔｏｄｄ，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ｎｔｈｏｒｎ１８０５—１８６９）—— 爱尔兰学

者，语文学家；１８５２年起为政府古爱尔

兰法律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爱尔兰皇

家学会会长（１８５６—１８６０）。——第５５３

页。

托 尔 吉 耳 斯（Ｔｈｏｒｇｉｌｓ 约 死 于 ８４４

年）—— 诺曼海盗。—— 第５６５、５６６

页。

托勒密，克罗狄乌斯（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Ｃｌａｕ

ｄｉｕｓ二世纪）——古希腊数学家、天文

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

创立者。——第５５９页。

托伦，昂利·路易（ＴｏｌａｉｎＨｅｎｒｙＬｏｕｉｓ

１８２８—１８９７）——法国雕刻工，右派蒲

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

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瓦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洛桑代 表大会

（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的代表；１８７０年９

月４日后为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

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１８７１年被开除

出国际。——第９０、９１、５８７、５９０、５９２

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

币流通”学派的拥护者。—— 第２９１

页。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人，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１１、１２１、

６８８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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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３００、３０７、３４０页。

西耳维斯，威廉（Ｓｙｌｖ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８—

１８６９）——著名的美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职业是铸工，国际铸工联合会创始

人之一（１８５９）和主席（１８６３—１８６９）；曾

参加美国内战（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站在北军

方面；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创始人之一

（１８６６）和主席（１８６８—１８６９）；赞成加入

国际。——第４３１、６２８—６３１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

家，批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

物。——第１６８、２３３、４０６页。

西古尔德·劳德里松（ＳｉｇｕｒｄＬａｕ

ｄｒｉｓｓｏｎ十一世纪）——奥克尼群岛的统

治者。——第５６７—５６９页。

西格特留格（Ｓｉｇｔｒｕｇｇ死于１０４２

年）——都柏林诺曼人的国王。——第

５６７—５６９页。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ＤｉｏｄｏｒｕｓＳｉｃｕｌｕｓｏｆ

Ｓｉｃｉｌｙ公元前８０左右—２９）——古希腊

历史学家，“史学丛书”的作者。——第

５５８页。

西华德，威廉·亨利（Ｓｅｗ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１８０１—１８７２）——美国国家活动

家，共和党左翼领袖，参议员，纽约州州

长（１８３９—１８４３），１８６０年大选的总统

候选人，曾任美国国务卿（１８６１—

１８６９）。——第１０９页。

西华德，弗雷德里克·威廉（Ｓｅｗａｒ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３０—１９１５）——美

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家，威廉·亨利·

西华德之子。——第１０９页。

七  画

肖，罗伯特（Ｓｈａｗ，Ｒｏｂｅｒｔ死 于 １８６９

年）——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彩

画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

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１８６９），积极参加了总委员会的工作，在

工联基层组织中宣传国际的思想；总委

员会财务委员（１８６７—１８６８），美国通讯

书记（１８６７—１８６９），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的

参加者。——第２２、１１０、２４６、３６５、３７５、

４００、４０３、４４４、４４５、５９１、６０９、６３４页。

里斯 阿普 都铎（ＲｈｙｓａｐＴｕｄｏｒ死于

１０９３年）—— 南威尔士国王（１０７８—

１０９３）。——第５５６页。

秃头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Ｃｈａｕｖｅ

８２３—８７７）—— 法兰西国王（８４０—

８７７）。——第５６３页。

狄 德 罗，德 尼（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

１７８４）——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

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

科全书派领袖。——第１８１页。

希尔施，麦克斯（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ｘ１８３２—

１９０５）——德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进

步党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６８年同弗·敦

克尔一起创建了改良主义工会，一直存

在到１９３３年，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

会；１８６９—１８９３年 期 间 为 国 会 议

员。——第３７４、３７６页。

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

 １８２９—１９１８）（笔名

恩·弗列罗夫斯基 ． ）——

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

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

者。——第４６３、４６４页。

佛吉利厄斯（Ｖｉｒｇｉｌｉｕｓ死于７８５年）——

爱尔兰传教士，萨尔茨堡主教。——第

７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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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

之一。——第４６４页。

吕宁，奥托（Ｌüｎｉｎｇ，Ｏｔｔｏ１８１８—１８６８）——

德国医生和政论家，四十年代中“真正

的社会主义”的代表；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为

“新德意志报”发行人；１８６６年后为民族

自由党人。——第２５页。

吕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威廉（Ｒüｓｔｏｗ，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１—１８７８）——德

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民主主义者，侨

居瑞士；１８６０年为加里波第的参谋长，

拉萨尔的朋友。——第９５页。

劳，卡尔·亨利希（Ｒａｕ，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２—１８７０）——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

观点。——第２３２、２４２页。

劳麦，弗里德里希（Ｒａｕｍ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１—１８７３）——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第３６页。

利姆堡（Ｌｉｍｂｕｒｇ，Ｗ ）——德国工人，职

业是鞋匠，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

员，国 际 总 委 员 会 委 员（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第４０３页。

利穆津，沙尔（Ｌｉｍｏｕｓ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Ｍ ）——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

人，后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杂志管

理委员会秘书，参加“工人论坛”编辑

部，１８６５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１８７０年为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合作

运动的参加者和许多杂志的发行

人。——第９０、５９２页。

利 弗 尔 逊，蒙 台 居 （Ｌｅｖｅｒｓｏｎ，

Ｍｏｎｔａｇｕ）——英国人，１８６５年３月１

日在伦敦举行的波兰群众集会的参加

者。——第１０６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闻名的代表人物之

一。—— 第 ３２、１０３、１３４、１６８、２３２、

２３３、２３７、２５５页。

李斯特，弗里 德里 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

策。——第２３２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

会员，德国工人运动中反对拉萨尔主

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积极战士；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１８６７年起

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

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１８６９—

１８７６）；在个别问题上采取调和主义的

立场，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

社时期反对普鲁士容克和资产阶级的

掠夺计划，并声援巴黎公社；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１０２、

３７２、３８０、４４２、４４３、４６９、４７６、４８７、７０２

页。

伯克，理查（Ｂｕｒｋｅ，Ｒｉｃｈａｒｄ死于１８７０

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北美军

队军官，爱尔兰１８６７年起义的组织者

之一，１８６７年被捕，死于狱中。——第

４５７、６７２、６７８、６７９、６８２、６８３、６８８—６９１

页。

伯克，托马斯（Ｂｕｒ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Ｆ 生于

１８４０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将

军，曾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南部方面，爱

尔兰１８６７年起义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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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４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第４５８

页。

伯克，托马斯·亨利（Ｂｕｒ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ｎ

ｒｙ１８２９—１８８２）——英国国家活动家，

六十年代为爱尔兰事务大臣的私人秘

书（１８６９—１８８２）。——第６６５页。

麦克唐奈（Ｍ’Ｄｏｎｎｅｌｌ）——都柏林监狱狱

医，因抗议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

残酷待遇被免职。—— 第４５９—４６２、

６６６、６８４页。

麦克菲尔逊，詹姆斯（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Ｊａｍｅｓ

１７３６—１７９６）——苏格兰诗人，写有长

诗“芬 加 耳”（１７６２）和“泰 莫 腊”

（１７６３）。——第５６０、５７４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

ｌｏｃｈ，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

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

人。——第３０７页。

沙 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６年起重新同

马克思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

者。——第１１０页。

沙利文，爱德华（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２２—

１８８５）——爱尔兰国家活动家，法学家，

１８６５年对芬尼亚社社员提出诉讼，爱尔

兰首席检察官（１８６８—１８７０），爱尔兰司

法档案保管官，爱尔兰大法官（１８８３—

１８８５）。——第６６８页。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Ｃｈａｒ

ｒａｓ，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５）——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曾参加镇压

１８４８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

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

对路易·波拿巴；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

变后被逐出法国。——第４０５页。

亨尼西，约翰·波普（Ｈｅｎｎｅｓｓｙ，Ｊｏｈｎ

Ｐｏｐｅ１８３４—１８９１）——爱尔兰政治活

动家，议会议员，保守党人，六十年代初

曾在议会提出在爱尔兰实行一系列细

小改良的提案。——第５２２页。

亨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Ｈａｎｄｅｌ，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６８５—１７５９）——伟大

的德国作曲家。——第５８４页。

亨利一世 （Ｈｅｎｒｙ １０６８—１１３５）——

英国国王 （１１００—１１３５）。——第５５６

页。

亨利七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５７—１５０９）——英

国国王（１４８５—１５０９）。——第３０２页。

坎 登，威 廉（Ｃａｍｄ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５１—

１６２３）——英国历史学家。——第５５７

页。

坎 皮 恩，艾 德 蒙（Ｃａｍｐｉｏｎ，Ｅｄｍｕｎｄ

１５４０—１５８１）——英国天主教传教士，

“爱尔兰史”的作者。——第５５７页。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ＡｎｓｅｌｍｏｆＣａｎｔｅｒ

ｂｕｒｙ１０３３—１１０９）——中世纪神学家，

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 第

５６３页。

坎布里亚的吉拉德（西尔韦斯特尔 · 杰

腊德 · 巴里）（ＧｉｒａｌｄｕｓＣａｍｂｒｅｎｓｉｓ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ｅＧｅｒａｌｄ Ｂａｒｒｙ） １１４６—

１２２０）——英国中世纪著作家，１１８５年

军事征伐爱尔兰的参加者，写有关于爱

尔兰的著作。—— 第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４、

５７１页。

杜邦，欧仁（Ｄｕｐｏｎｔ，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１左右—

９８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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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１）——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法国工人，乐器匠，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

义的参加者；１８６２年起住在伦敦，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

年），法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５—１８７１），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的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８）、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在国际中执

行马克思的路线；１８７０年迁居曼彻斯

特，并组织了国际支部，１８７２年参加国

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１８７４年迁居美

国。——第２１、１１０、２４７、４００、４０３、

５７９、６０８、６３４页。

杜 兰 多，扎 科 莫（Ｄｕｒａｎｄｏ，Ｇｉａｃｏｍｏ

１８０７—１８９４）——意大利将军，１８６６年

普奥战争中任意大利军军长。——第

２０１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

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２７—１７８１）——法

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的

最大代表人物；财政总稽核（１７７４—

１７７６）。——第３２６页。

杜布塔赫（Ｄｕｂｔｈａｃｈ五世纪）——爱尔兰

宫廷诗人和法律家，法律汇编“古制全

书”的编纂者之一。——第５５４页。

杜诺瓦耶，沙尔（Ｄｕｎｏｙ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６—

１８６２）——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第３４页。

杜美尼尔 马里尼，茹尔（ＤｕｍｅｓｎｉｌＭａ

ｒｉｇｎｙ，Ｊｕｌｅｓ）——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政论家；国际会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

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５９２

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

（Ｖａｕｂａｎ，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ｌｅＰｒêｔｒｅ１６３３—

１７０７）——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

许多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

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第２８６

页。

沃尔弗（Ｗｏｌｆｆ）——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第２２页。

沃尔弗，鲁伊治（Ｗｏｌｆｆ，Ｌｕｉｇｉ）——意大利

少校，马志尼的拥护者，伦敦意大利工

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曾参加１８６４

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敦代

表会议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揭露为波拿

巴的警探。—— 第２２、５８７、５９１、５９７

页。

沃伦（Ｗａｒｒｅｎ，Ｊ）——英国工人，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曾加入改革同

盟。——第４０３页。

沃伦，约瑟亚（Ｗａｒｒｅｎ，Ｊｏｓｉａｈ１７９９左右—

１８７４）——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的信徒；宣传劳动价值公平交换

论。——第６５６页。

沃尔利，威廉（Ｗｏｒ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

印刷工人，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

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

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曾加入改革同盟。——第２２、

１１０页。

贝森，亚历山大（Ｂｅｓ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在伦敦的法国侨民，职业为钳工，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６８），比利时通

讯书记，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领导人之

一，加入费·皮阿集团。——第２４７、

６０８、６２６、６２７、６３４页。

贝尔纳（Ｂｅｒｎａｒｄ，Ｐ）——比利时彩画工

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比利时通讯书

记（１８６８—１８６９）。——第４００、４０３页。

贝 姆，约 瑟 夫（Ｂｅｍ，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５—

０９８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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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

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

１８４８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

革命军领导人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

中服务。——第２２５页。

贝律兹，让·比埃尔（Ｂｅｌｕｚｅ，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２１—１９０８）——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者，职业是红木工，卡贝的学生和

信徒，“劳动信贷”银行经理（１８６２—

１８６８），合作运动机关报“联合”杂志的

创办人之一，国际会员，后来脱离了工

人运动。——第９２、５９２页。

贝多芬，路德维希·万（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Ｌｕｄ

ｗｉｇｖａｎ１７７０—１８２７）——伟大的德国

作曲家。——第５８４页。

贝尼格努斯（Ｂｅｎｉｇｎｕｓ死于４６８年）——

爱尔兰教士，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的编

纂者之一。——第５５４页。

贝达大师（Ｂ ｄａｔｈｅＶｅｎｅｒａｂｌｅ６７３左右

—７３５）——盎格鲁撒克逊僧侣学者，历

史学家。——第５６１页。

贝奈德克，路德维希（Ｂｅｎｅｄｅｋ，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奥地利将军，曾参加

镇压１８４６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义以及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

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任

军长，１８６０年是奥军参谋长，匈牙利文

武总督，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期任奥军

总司令。—— 第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０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国际工人运

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

是制刷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国际各次

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编辑

（１８６６—１８７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 第１０３、４４３、４６７、４７６、５９１、

５９３、６２８、６３５、６３６页。

贝 克 尔，伯恩 哈 特（Ｂｅｃｋｅｒ，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２６—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拉萨尔

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１８７２年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

表。——第１００—１０４、３７２页。

克里默，威廉·朗达耳（Ｃｒｅｍ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ｎｄａｌｌ１８３８—１９０８）——英国工联主

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

家，改良主义者；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

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伦敦理

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

地和劳动同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

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和总书记，国际伦敦

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

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

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后

来是自由党议会议员。——第２２、１１０、

５８０、５９１页。

克利莫什（Ｋｌｉｍｏｓｃｈ，Ｈ）——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５）。——第１１０页。

克林格斯，卡尔（Ｋｌｉｎｇｓ，Ｋａｒｌ）——德国五

金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全

德工人联合会会员；１８６５年侨居美国，

积 极参 加国 际 芝 加哥 支 部 的 活

动。——第１０３页。

克 罗 狄 安，克 罗 狄 乌 斯（Ｃｌａｕｄｉａｎｕｓ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四世纪）——古罗马诗人，

希腊人。——第５６１页。

克莱沃的贝尔纳（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ｅＣｌａｉｒｖａｕｘ

１０９１左右—１１５３）——法国神学家，狂

热的天主教信徒。——第５５５页。

克伦威尔，亨利（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Ｈｅｎｒｙ１６２８—

１９８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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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４）——英国议会军将军，１６５０年参

加了奥·克伦威尔对爱尔兰进行的讨

伐，１６５４年任爱尔兰军队司令，总督

（１６５７—１６５８），爱尔兰总督（１６５８—

１６５９），奥·克伦威尔的儿子。——第

５０８页。

克伦威 尔，奥利 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

贵族领袖；１６４９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

令和爱尔兰总督，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 第

５０３、５０６—５０９、５７４、６３７页。

克拉姆 加拉斯，爱德华（ＣｌａｍＧａｌｌａｓ，Ｅｄ

ｕａｒｄ１８０５—１８９１）——奥地利将军，原

系匈牙利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参加镇压意

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在１８５９年

的奥意法战争和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中

任军长。——第２０８页。

克拉普卡，迪约尔吉（Ｋｌａｐｋａ，Ｇｙｏｒｇｙ

１８２０—１８９２）——匈牙利将军，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

军队；１８４９年６—９月是科莫恩要塞卫

戍司令；１８４９年流亡国外；五十年代同

波拿巴集团有联系，１８６７年大赦后回

到匈牙利。——第１００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

·韦利尔斯（Ｃｌａｒｅｎｄｅｎ，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８００—

１８７０）——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残酷地镇压了１８４８年

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８、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８—１９７０）。—— 第

３７８页。

克拉里奥耳（ＣｌａｒｉｏｌｏｒＣｌａｒｉｏｎ）——１８６５

年参加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巴黎印刷

工人协会的代表。——第５９２页。

八  画

弥勒，安东（Ｍüｌｌｅｒ，Ａｎｔｏｎ）——瑞士钟表

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

第４０３页。

雨 果，维 克 多（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

４０５页。

佩 龙，沙 尔 · 欧 仁（Ｐｅｒｒ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７—１９１９）——瑞士工人运

动活动家，珐琅彩绘工，后为制图家；

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代

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委员，

“平等报”编辑（１８６９），“团结报”编辑

和汝拉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

工人运动。——第４６７页。

奈阿斯，约翰·德·（Ｎｉｅａｓｓ，ＪｏｈｎＤ ）——

英国泥水匠，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英

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

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曾参加

国际总委员会（１８６４—１８６５），改革同盟

盟员。——第２２、１１０页。

杰塞普，威廉（Ｊｅｓｓｕｐ，ＷｉｌｌｉａｍＪ）——美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造船木工，

１８６６年起为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副主

席，１８６７年起为该同盟纽约州通讯书

记，纽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赞成

加入国际。——第６３１页。

肯尼思·麦卡尔平（ＫｅｎｎｅｔｈＭａｃＡｌｐｉｎ死

于８６０年）——苏格兰王朝的奠基人，

他在九世纪中叶统一了苏格兰人部落

和皮克特人部落。——第５６２页。

昔蒙兹，乔治·詹姆斯（Ｓｙｍｏｎｓ，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ｍｅｓ１８３８—１９００）—— 英国气象学

家。——第５４５、５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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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他把

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

成分结合在一起。——第１６８页。

门德，弗里茨（Ｍｅｎｄｅ，Ｆｒｉｔｚ死于１８７９

年）——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哈茨

费尔特建立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

会”主席（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北德意志联邦

国会议员（１８６９）。——第３７２页。

门德尔森 巴托尔迪，费里克斯（Ｍｅｎｄｅｌ

ｓｓｏｈｎ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ｙ， Ｆｅｌｉｘ １８０９—

１８４７）——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家，社会

活动家。——第５８４页。

彼得一世（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１６８２

年起为俄国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俄皇

帝。——第３５、２２７页。

彼得逊，彼得（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Ｐｅｔｅｒ）—— 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５

年）。——第２２、１１０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学派，抨击了李嘉图的货币

论。——第１２２、１４２、３２６页。

图尔，伊什特万（Ｔüｒｒ，Ｉｓｔｖáｎ１８２５—

１９０８）——流亡土耳其的匈牙利军官，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站在联军方面；参

加过切尔克斯人 反对俄国的 战

争。——第１００页。

图尔奈森，爱德华（Ｔｈｕｒｎｅｙｓｅ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２４—１８９０）——瑞士政治活动家，法

学家，１８６９年为巴塞尔大会议议

员。——第４１８页。

林 奇，约 翰（Ｌｙｎｃｈ，Ｊｏｈｎ 约 １５９９—

１６７３）——爱尔兰教士，写有和翻译过

许多爱尔兰史方面的著作。—— 第

５５７页。

林 奇，约 翰 （Ｌｙｎｃｈ，Ｊｏｈｎ １８３２—

１８６６）——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科克

的芬尼亚社组织的领导人；１８６６年１

月被判十年苦役，１８６６年死于沃金狱

中。——第６７５、６９５—６９７页。

林 肯，阿 伯 拉 罕（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ｂｒａｈａｍ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杰出的美国国家活

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

群众的压力下，于１８６２年打消了与奴

隶主妥协的企图转而实行资产阶级民

主改革和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

１８６５年 ４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

杀。——第２０、２１、１０８、１０９、４０２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

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

１３、１７０、５０５、６９４页。

帕 斯 凯 维 奇，伊 万 · 费 多 罗 维 奇

（ ， １７８２—

１８５６）——公爵，俄国元帅，１８３１年夏

天起为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

俄军总司令，１８３２年起为波兰王国总

督，１８４９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

俄军总司令。——第２２４页。

帕特逊，威廉（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爱

尔兰医学家，“爱尔兰气候研究”一书的

作者。——第５４６页。

帕特里克或帕特里齐乌斯（Ｐａｔｒｉｃｋｏｒ

Ｐａｔｒｉｃｉｕｓ约３７３—４６３）——爱尔兰基督

教传教士，爱尔兰天主教会的创始人和

第一个主教。——第５５４、５６１、５６２、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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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波洛克，乔治（Ｐｏｌｌｏｃｋ，ＧｅｏｒｇｅＤ ）——英

国军医，１８６７年向议会提呈关于英国监

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专门委员会

委员。——第６７４、６８１、６８５、６９６页。

波克罕，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Ｂｏｒｋｈｅｉｍ，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２５—

１８８５）——德国新闻记者，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参加者，起

义失败后逃离德国；１８５１年起是伦敦商

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谊关

系。——第１０２页。

波特 尔，乔 治（Ｐｏｔｔ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２—

１８９３）——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

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蜂房报”

的创办人和发行人，在报纸上一贯实行

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第

３７５、４８０页。

波埃利奥，卡洛（Ｐｏｅｒｉｏ，Ｃａｒｌｏ１８０３—

１８６７）——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自由主

义者，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

任那不勒斯的警务长官和教育大臣，

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年被关在意大利各监狱

里，１８６１—１８６７ 年 为 议 会 副 议

长。——第４６０页。

波茨措 迪 博尔哥，卡尔·奥西波维奇

（ ， １７６４—

１８４２）——伯爵，俄国外交家，原系科西

嘉人；１８１４—１８２１年是驻巴黎公使，

１８２１—１８３５年为驻巴黎大使，后来是

驻伦敦大使（１８３５—１８３９）。—— 第

２２６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阿德里安四世（尼古拉斯·布雷克斯比

尔）（Ａｄｒｉａ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ｒａｋｓｐｅｒｅ）死

于１１５９年）—— 罗马教皇（１１５４—

１１５９），英国人。——第５０７页。

阿伯康公爵，詹姆斯，汉密尔顿（Ａｂｅｒ

ｃｏｒｎ，Ｊａｍ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ｕｋｅｏｆ１８１１—

１８８５）——爱尔兰总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和

１８７４—１８７６）。—— 第 ５０３、５１７、５２２

页。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Ａｐｐｌｅｇａｒｔｈ，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３３—１９２５）——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

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红木工，木工和

细木工联合协会总书记（１８６２—１８７１），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国际巴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改革同盟的领导人

之一；１８７１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

“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来脱离了工人

运动。——第３７５、４０３、６５５、６５６页。

阿耳多夫兰迪（Ａｌｄｏｖｒａｎｄｉ，Ｐ）——受马

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

共进会的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５年）。——第２１

页。

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Ａｍｍｉａｎｕｓ

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ｕｓ约３３２—４００）—— 罗马历

史学家。———第５６１页。

阿尔宾（Ａｌｂｉｎｕｓ四世纪）——爱尔兰修道

士，传教士。——第５６１页。

阿尔宾（Ａｌｂｉｎｕｓ八世纪下半叶）——爱尔

兰修道士，查理大帝曾聘他到帕维亚讲

学。——第５６３页。

阿尔弗勒德大帝（Ａｌｆｒｅ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８４９—

９０１）—— 盎格鲁撒克逊国王（８７１—

９０１），曾促进文化传布。—— 第５６１

页。

罗，哈 里 埃 特（Ｌａｗ，Ｈａｒｒｉｅｔ１８３２—

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

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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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国 际 曼 彻 斯 特 支 部 成 员

（１８７２）。——第３７５、４０３、６５５、６５６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外 交 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３７７页。

罗昂，阿尔勃莱希特（Ｒｏｏｎ，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０３—１８７９）——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

军事活动家，１８７３年起为元帅，普鲁士

军阀代表人物之一，陆军大臣（１８５９—

１８７３）和海军大臣（１８６１—１８７１），曾改

编普鲁士军队。——第５０、５５、６０页。

罗雪尔，威廉（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７—

１８９４）——德国籍俗经济学家，政治经

济学中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

２３２、２４２页。

罗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Ｒｏｃｈｏｗ，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７９２—１８４７）——反动的

普鲁士容克的代表人物，曾任普鲁士内

务大臣（１８３４—１８４２）。——第３９０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约生于

１８２４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

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

１８６５年和１８７１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

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２２、１１０页。

罗什弗尔，昂利（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ｉ１８３０—

１９１３）——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左派共和党人，“灯笼”杂志（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和“马赛曲报”（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发行

人；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革命后参加国防政

府，八十年代末起为保皇党人。——第

６７０、６９４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

各宾党人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第１２２页。

罗斯（Ｒｏｓｓ，Ｊ）——英国鞋匠，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９）。——第４０３页。

罗 斯，乔 治 （Ｒｏｓｅ，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４４—

１８１８）——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

人，财政大臣（１７８２—１７８３和１７８４—

１８０１），历任国家要职。—— 第１６５

页。

罗萨——见奥顿诺凡 罗萨。

罗萨（Ｒｏｓｓａ五世纪）——爱尔兰法律汇编

“古制全书”编纂者之一。——第５５４

页。

拉马，多美尼科（Ｌａｍａ，Ｄｏｍｅｎｉｃｏ）——受

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

——共进会的主席，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

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第２１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１８６６—

１８６９）；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

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 第

２４７、４０３、６０８、６３４页。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之

一。——第１６８页。

拉弗耳，帕特里克（Ｌａｖｅｌｌｅ，Ｐａｔｒｉｃｋ）——

爱尔兰教士，芬尼亚社社员的同情者，

“革命后的爱尔兰大地主”一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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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６９２页。

拉斐德，玛丽·约瑟夫·保尔（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Ｍａ

ｒｉｅＪｏｓｅｐｈＰａｕｌ１７５７—１８３４）—— 法国将

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１８３０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时期大资产

阶级的领袖之一。——第２２４页。

拉维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

洛 · 德（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ＬｏｕｉｓＧａｂｒｉｅｌ

ＬéｏｎｃｅＧｕｉｌｈａｕｄｄｅ１８０９—１８８０）——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保皇党人，写有许多农业经济方面的著

作。——第５３９、５４０页。

拉科姆，托马斯·埃斯丘（Ｌａｒｃｏｍ，Ｔｈｏ

ｍａｓＡｉｓｋｅｗ１８０１—１８７９）—— 爱尔兰

政府官员，后升少将，１８２６年起在爱尔

兰的英国国家制图局供职，研究古代爱

尔兰史料，１８５３年起为爱尔兰事务副大

臣。——第５５３页。

拉 德茨基，约瑟 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 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８３１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指挥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革

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１８５０—１８５７

年２月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

督。——第２００、２２７页。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Ｒａｓｐａｉｌ，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９４—１８７８）——著名的法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政论家和社会主义者，接近

革命无产阶级，曾参加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

年革命，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５５年后转到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第４２０

页。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Ｌａｐｌａｃｅ，Ｐｉｅｒｒｅ

Ｓｉｍｏｎ１７４９—１８２７）——杰出的法国天

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关于

太阳系起源的假说有力地动摇了宗教

观念创世说。——第２４４页。

拉萨西，德（Ｌａｓｓａｓｓｉｅ，Ｆｄｅ）——在伦敦

的法国侨民，职业是理发师，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８），１８６５年伦敦代

表会议的参加者。——第１１０页。

拉 萨 尔，斐 迪 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律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曾参加莱茵省

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

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１８６３）创建人

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

“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

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

第２６、２７、９６、９９、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２３２、

２５５、２５６、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２、４０７、４０８页。

九  画

欧 文，罗 伯 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２、１２２、２６３、６４０页。

美奥（Ｍａｙｏ）——见纳斯，理查·萨斯威

尔·伯克，美奥伯爵。

封丹，莱昂（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Ｌéｏｎ）——比利时新

闻工作者，民主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６２—

１８６５年是赫尔岑的“钟声”法文版发行

人；１８６５年为国际总委员会比利时临时

通讯书记，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

表（１８６８）。——第５９７页。

胡德，冈讷尔（Ｈｏｏｄ，Ｇｕｎｎｅｒ）——爱尔兰

芬尼社社员，１８６６年被军事法庭判处

四年苦役。——第６７２页。

荣克，海尔曼（Ｊｕｎｇ，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０—

１９０１）——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侨居

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

记（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总委员会

财务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

会议（１８６５）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

６９８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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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６）、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以及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７１）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

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后来成为英国工

联的改良派领袖之一。—— 第２１、

１０７、１１０、２４７、４００、４０３、４７７、４９０、５７９、

５８２、５８６、５９６、６０８、６３４页。

济贝耳，卡尔（Ｓｉｅｂｅｌ，Ｋａｒｌ１８３６—１８６８）——

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是恩格

斯的远亲。——第１０３页。

约翰逊，安得鲁（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１８０８—

１８７５）——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

党，田纳 西州 州长（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和

１８６２—１８６５），参议员（１８５８—１８６２）；美

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拥护者，美国副总

统（１８６４）和总统（１８６５—１８６９），实行和

南部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 第

１０８、１０９页。

约翰斯顿，詹姆斯（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Ｊａｍｅｓ死于

１７９８年）——古斯堪的那维亚文学作品

的搜集家和出版者，生在苏格兰。——

第５６６页。

保罗一世（ １７５４—１８０１）—— 俄

国皇帝（１７９６—１８０１）。——第２２７页。

南尼阿斯（Ｎｅｎｎｉｕｓ八世纪）——中世纪威

尔士历史学家，“不列颠人的历史”一书

的作者。——第５６２页。

若昂纳尔，茹尔（Ｊｏｈａｎｎａｒｄ，Ｊｕｌｅｓ１８４３—

１８８８）——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石印

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８—１８６９、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 意 大 利 通 讯 书 记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年在圣丹尼建立

国际支部；巴黎公社委员，追随布朗基

派，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第４００、４０３页。

耶拉契奇，约西普（Ｊ ｈ，Ｊｏｓｉｐ１８０１—

１８５９）—— 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

亚、达尔马戚亚和斯拉窝尼亚总督

（１８４８—１８５９），曾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

和奥地利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第２２７页。

洛里埃，克列芒（Ｊａｕｒｉｅｒ，Ｃｌéｍｅｎｔ１８３２—

１８７８）——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共

和主义者；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革命后在国

防政府供职，后为保皇派。——第６９６

页。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经济

学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

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温和自由

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

左翼的领袖；后来成为普鲁士“国家社

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

２３２页。

哈拉德一世·哈法格尔（Ｈａｒａｌｄ Ｈａａｒ

ｆａｇｒ约８５０—９３３）——挪威国王（８７２—

９３０）。——第５６５页。

哈特威耳，罗伯特（Ｈａｒｔｗｅｌｌ，Ｒｏｂｅｒｔ）——

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活动家，职业

是印制工人，前宪章主义者，“蜂房报”

编辑之一，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

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

员会，伦敦工人协会书记。——第２２

页。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Ｈａｔｚｆｅｌｄｔ，

Ｓｏｐｈｉｅ，Ｇｒａｆｉｎｖｏｎ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拉

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９６、１０２、

３７２页。

迪克，亚历山大（Ｄｉｃ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英

国工联主义者，曾加入面包工人联合

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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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５年），１８６５年因迁居新西兰，被委

任为国际新西兰通讯书记。——第２２

页。

迪奥尼修斯法官（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ｔｈｅＡｒｅｏ

ｐａｇｉｔｅ一世纪）——雅典第一个主教，

雅典最高法院成员。——第５６３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１８７６年起为贝肯斯菲

尔德伯爵（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

Ｂｅａ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 英国国

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

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

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和 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 首 相 （１８６８ 和 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第４６０、６６４、６８５页。

柯恩，詹姆斯（Ｃｏｈｎ，Ｊａｍｅｓ）——英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

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１），

丹麦通讯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际布鲁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的代表。——第３７５、４０３页。

柯普，詹姆斯（Ｃｏｐｅ，Ｊａｍｅｓ）——英国工联

主义运动活动家，曾参加伦敦鞋匠协会

委员会、工联伦敦理事会，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７），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的参加者。——第５９１页。

柯普兰（Ｃｏｐｅｌａｎｄ）——英国无神论运动

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第３７５页。

柯耳森，爱得文（Ｃｏｕｌｓｏｎ，Ｅｄｗｉｎ）——英

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泥水匠协会伦

敦分会书记，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６），曾参加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第１１０、５９１

页。

施 梯 勒，阿 道 夫（Ｓｔｉｅｌ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７７５—

１８３６）——德国制图家。——第５３３页。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１８３３—１８７５）—— 德国

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

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

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

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

入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２年他

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

除出联合会。——第２８、３１、３６、９５、９９、

３８０、３８１、４４２、４４３、４６９、４７６、４７７页。

施佩耶尔，卡尔（Ｓｐｅｙｅｒ，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４５

年）——细木工，六十年代为伦敦德意

志工人教育协会书记，１８７２年起为伦

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美国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第３８０、３８１页。

施马尔茨，泰奥多尔·安东·亨利希

（Ｓｃｈｍａｌｚ，Ｔｈｅｏｄｏｒ Ａｎｔｏ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６０—１８３１）——德国法学家和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极端的反动分

子。——第３５４页。

施土姆普弗，保尔（Ｓｔｕｍｐｆ，Ｐａｕｌ１８２７左

右—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德

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代

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４８７、

４８８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

英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５０８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３０—１６８５）——

英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 第５０９

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５７—１８３６）——

法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 第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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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查 理 大 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７４２ 左 右—

８１４）——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皇

帝（８００—８１４）。——第５６３页。

查耳迪尼，恩利科（Ｃｉａｌｄｉｎｉ，Ｅｎｒｉｃｏ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意大利将军，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民族解放战争、克里木战争和１８５９年

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

时任军长。——第１９９、２０２页。

威德，本杰明·富兰克林（Ｗａｄｅ，Ｂｅｎｊａ

ｍｉ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８００—１８７８）——美国法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

参议院议长（１８６７—１８６９）。—— 第

６０７页。

威勒尔，乔治·威廉（Ｗｈｅｅｌｅｒ，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

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７），

总委 员 会财 务 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１８６５—１８６７），国 际 伦 敦 代 表 会议

（１８６５）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委员。——第２１、１１０、５８０、５９１页。

威卢博夫，格里哥里·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８４３—

１９１３）——俄国结晶学家和实证主义哲

学家，１８６４年起侨居巴黎，“实证哲学”

杂志创办人和发行人之一，和平和自由

同盟盟员。——第４６６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ｗａｒｄ

１７７４—１８５４）——英国资产阶级统计学

家和农学家，“爱尔兰统计数字和政治

情况”一书的作者。——第５３５—５３８、

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８、５５９、５６０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１７９９—１８７６）—— 普鲁

士反动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５０—１８５８），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

思的异母兄。——第４０９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４２）——特利尔的

枢密顾问，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

亲。——第４０９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亲王，摄政王（１８５８—１８６１），普

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１９０、２０４页。

威廉斯，燕·（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见马克

思，燕妮。

威廉斯，查理·欧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Ｏｗｅｎ）——英国工联主义者，职业是抹

灰 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第３７５页。

科克（Ｃｏｒｃ五世纪）——曼斯特国王，据

爱尔兰编年史说，他参加了法律汇编

“古制全书”的编纂工作。—— 第５５４

页。

科勒，约瑟夫（Ｃｏｌｌｅｔ，Ｊｏｓｅｐｈ）——法国新

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者，侨居伦敦，“国

际 信使”编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第６１５、６１６、６３０

页。

科伦巴（Ｃｏｌｕｍｂａ５２１左右—５９７）——爱

尔兰传教士，苏格兰基督教牧师。——

第５６３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

争。——第６６８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

ｊｏ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

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

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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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

援。——第１００页。

科纳耳，埃兹拉（Ｃｏｒｎｅｌｌ，Ｅｚｒａ１８０７—

１８７４）——美国资本家和慈善家，伊萨

卡（美国）科纳耳大学的创办人。——

第５４２页。

科 拉 切 克，阿 道 夫（Ｋｏｌａｔｓｃｈｅｋ，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２１—１８８９）——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

治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德国月刊”（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和“时代

呼声”（１８５８—１８６２）两杂志的出版者，

１８６２年创办“信使报”。——第１０２页。

科斯特洛，奥加斯丁（Ｃｏｓｔｅｌｌｏ，Ａｕｇｕ

ｓｔｉｎ）——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美国军

官，１８６７年到爱尔兰参加起义，被捕并

判处十二年苦役。——第６７９页。

科马克·乌尔法达（ＣｏｒｍａｃＵｌｆａｄｈａ三世

纪）——爱尔兰国王。——第５６０页。

科马克·麦魁伦奈恩（ＣｏｒｍａｃＭａｃ

Ｃｕｉｌｅｎｎａｉｎ）—— 卡舍耳国王和主教

（９０１—９０８）。——第５５５页。

十  画

席 利，维 克 多（Ｓｃｈｉｌｙ，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１０—

１８７５）——德国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

师，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

加者；后侨居法国，国际会员，当总委

员会为国际在巴黎的巩固进行斗争时

帮助总委员会，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

的参加者。——第９０、９２、１０３、５９２页。

桑顿，威廉·托马斯（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１３—１８８０）——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

追随者。——第１６４页。

唐宁，麦卡锡（Ｄｏｗｎｉｎｇ，ＭａｃＣａｒｔｈｙ）——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

员。——第６８９、６９０页。

泰伯特，迈克尔（Ｔｅｒ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ａｅｌ）——爱

尔兰芬尼亚社社员，１８６６年被判处七年

苦役，１８７０年死于狱中。——第４５９—

４６２页。

俾斯麦公爵，奥托，冯·申豪森（Ｂｉｓｍａｒｋ，

Ｏｔｔｏ，ｖｏｎ Ｓｃｈｏｎｈａｕｓｅｎ，Ｆüｒｓｔｖｏｎ

１８１５—１８９８）——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

任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

黎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

１８７１），德意志帝国首相（１８７１—１８９０）；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

人运动的死敌，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

法（１８７８）。—— 第６８、８１、１９１、２５６、

３６９、４２４、４８８、４８９、５９０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

１９１３）——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１８６７年

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

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

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

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支持巴黎公

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

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

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

他活动的后期。——第３８０页。

热拉尔，巴尔塔扎尔（Ｇéｒａｒｄ，Ｂａｌｔｈａｓａｒ

１５５８—１５８４）—— 狂热的天主教徒，

１５８４年刺杀了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

级革命著名活动家奥伦治的威廉亲

王。——第１０８页。

哥特罗，茹尔（Ｇｏｔｔｒａｕｘ，Ｊｕｌｅｓ）——英国籍的

瑞士人，国际会员。——第６１５页。

乌尔 卡 尔 特，戴 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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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动的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议会

议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２），“自由新闻”（１８６６

年起改名为“外交评论”）杂志的创办人

和编辑（１８５５—１８７７）。——第１２５页。

库克 基 亚 里，多 美 尼 科（Ｃｕｃｃｈｉａｒｉ，

Ｄｏｍｅｎｉｃｉｏ１８０６—１９００）——意大利将

军，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６６

年普奥战争时任军长。——第２０１页。

特里门希尔，休·西摩尔（Ｔｒｅｍｅｎｈｅｅｒｅ，

ＨｕｇｈＳｅｙｍｏｕｒ１８０４—１８９３）——英国

官员和政论家，曾屡次参加政府的工人

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第８页。

索林（凯尤斯·尤利乌斯·索林）（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Ｓｏｌｉｎｕｓ三世纪上半叶）

罗马的作家。——第５５９页。

索鲁斯特里（Ｓｏｌｕｓｔｒｉ，Ｆ）——受马志尼

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

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５年）。——第２１

页。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Ｈｅｙｄｔ，Ａｕｇｕｓｔ，Ｆｒｅｉ

ｈｅｒｒｖｏｎｄｅｒ１８０１—１８７４）—— 普鲁士

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贸易、工业和公

共 工程大臣（１８４８年 １２月—１８６２

年）。——第２５２页。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Ｈｅｒｗｅｇｈ，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７—１８７５）——著名的德国诗人，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六十年代附和拉

萨尔。——第９５页。

纳斯，理查·萨斯威尔·伯克，美奥伯爵

（Ｎａａ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ｌｌＢｕｒｋｅ，Ｅａｒｌ

ｏｆＭａｙｏ１８２２—１８７２）——英国国家活

动家，保守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印度

总督（１８６９—１８７２）。——第４６０、６６６、

６８４页。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Ｎａｐｉ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Ｐａｔｒｉｃｋ

１７８５—１８６０）——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

家；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

的参加者。——第５８页。

茹弗鲁瓦，昂利（Ｊｏｕｆｆｒｏｙ，Ｈｅｎｒｉ）——普

鲁士枢密顾问，原系法国人，写有和翻

译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著

作（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

第３５４页。

茹尔登，古斯达夫（Ｊｏｕｒｄａｉｎ，Ｇｕｓｔａｖ）——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革

命后流亡伦敦，参加费·皮阿集团；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第２１

页。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

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 皇 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 第 ３６、

１９０、２２７、４０５、６６６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

和 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３５、３６、７９、９７、

１７５、１７７、３６７、３８９、３９７、４０５、４１１、４２１、

４５０、４９９、６９３页。

爱德华三世（Ｅｄｗａｒｄ １３１２—１３７７）——

英国国王（１３２７—１３７７）。——第３０２、

３４５页。

爱因哈德（爱金哈特）（Ｅｉｎｈａｒｄ（Ｅｇｉｎ

ｈａｒｔ）７７０左右—８４０）——法兰克历史

编纂学家，有理大帝传记的作者。——

第５６１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ｅＡｄｒｉｅｎ１７１５—１７７１）—— 杰出

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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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

思想家之一。——第３４页。

班迪亚，亚诺什（Ｂａｎｇｙａ，Ｊáｎｏｓ１８１７—

１８６８）——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

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

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

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 贝

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

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

索进行活动（１８５５—１８５８）。—— 第

１００页。

班尼亚加蒂（Ｂａｇｎａｇａｔｔｉ，Ｇ ）——受马志

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

进会的书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年１１月—１８６５年）。——第２１页。

涅姆契克，爱德华·理查·尤利乌斯

（Ｎｉｅｍｔｚｉｋ，Ｅｄｕａｒ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３８—１８９７）——斯洛伐克工人运动的

积极活动家，布拉的斯拉发（普勒斯堡）

国际工人联合会“前进”的组织者之一

（１８６９）。——第４２８页。

涅谢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维奇

（Ｈ ，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外交大臣（１８１６—１８５６）。——第

２２５页。

恩斯特（Ｅｒｎｓｔ１８２４—１８９９）——奥地利大

公，将军，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任军

长。——第２１０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３９、

８８、８９、９３、９５—９８、１０４、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２、

３７３、４４６—４４８、４８９页。

纽曼，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见纽

马奇，威廉。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语文学

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写

有许多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的著

作。——第１２２、２９１页。

纽马奇，威廉（Ｎｅｗｍａｒｃ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０—

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第６６２页。

埃拉（ ｌｌａ死于８６７年）——诺森伯里亚

国王（８６２左右—８６７）。——第５６５页。

埃尔，爱德华·约翰（Ｅｙｒｅ，ＥｄｗａｒｄＪｏｈｎ

１８１５—１９０１）——英国殖民官，牙买加

总督（１８６４—１８６６），曾镇压１８６５年的

黑人起义。——第３９７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１８８９）——著名的国

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工

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

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

之一，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

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１８７２），总委员会总书记（１８６７—１８７１），

美国通讯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历次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后来成为

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之一。——第

２２、１０６、１１０、２４７、３６５、４００、４０３、４３２、

４９３、６０９、６３４、６６３页。

埃德尔斯海姆，列奥波德 威廉，１８６８年起

称埃德尔斯海姆 杜拉伊（Ｅｄｅｌｓｈｅｉｍ，

Ｌｅｏｐｏｌ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ＥｄｅｌｓｈｅｉｍＧｙｕｌａｉ

１８２６—１８９３）——奥地利将军，１８６６年

普奥战争时任骑兵师师长。—— 第

２０５、２０９页。

格桑 哈第，格桑（ＧａｔｈｏｒｎｅＨａｒｄｙ，Ｇａｔｈ

ｏｒｎｅ１８１４—１９０６）——英国国家活动

家，保守党人，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６７—

１８６８）。——第２４６页。

格 林，雅 科 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ｃｏｂ１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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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３）——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德国

民 间 创 作 搜 集 案，柏 林 大 学 教

授。——第５５９、５７１页。

格纳迪（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五世纪）——高卢作

家。——第５６１页。

格 律 恩，卡 尔（Ｇｒü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８７）——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

十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第３１页。

格罗斯密斯，约翰（Ｇｒｏｓｓｍｉｔｈ，Ｊｏｈｎ）——

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５

年）。——第２２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 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 首 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５、

７、３７７、３７８、４３３、４５８—４６０、４９９、６６４—

６６９、６７１、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８—６８１、６８２—

６８８、６９２—６９４、６９７、６９８页。

格雷，罗吉尔·毛·（Ｇｒａｙ，Ｒｏｇｅｒ

Ｍａｕｒｅｒ）——英国泥水匠，“蜂房报”股

份公司董事会董事长，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改革同盟盟

员。——第２１页。

格雷夫斯，查理（Ｇｒａｖ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９９）—— 爱尔兰学者，数学家，

１８５２—１８９９年是政府古爱尔兰法律

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年起为

里美黎克主教。——第５５３页。

格雷维耳 纽金特，雷金纳德（ＧｒｅｖｉｌｌｅＮｕ

ｇｅｎｔ，Ｒｅｇｉｎａｌｄ）——爱尔兰军官，自由

党人。——第６９８页。

格雷哥里十三（Ｇｒｅｇｏｒｙ １５０２—

１５８５）—— 罗 马 教 皇 （１５７２—

１５８５）。——第５０７页。

马 丁，约 翰 （Ｍａｒｔｉｎ，Ｊｏｈｎ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十九世

纪四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民族同盟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６４），爱尔

兰自治同盟的名誉书记，议会议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第６９８页。

马 志 尼，朱 泽 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

动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

时政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

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１８６４

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

之下。——第２７、５８８、５９７页。

马 瓜 伊 尔， 托 马 斯 （Ｍａｇｕｉｒｅ，

Ｔｈｏｍａｓ）——爱尔兰水手，１８６７年被

控图谋组织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越

狱而被非法逮捕，被判处绞刑；不久获

释。——第２４６页。

马考莱，托马斯·巴宾顿（Ｍａｃａｕｌａｙ，

Ｔｈｏｍａｓ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００—１８５９）——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５７３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２９、

１５９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ｃｏｌò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

期 意大 利 资 产 阶 级的 思 想 家 之

一。——第４２４、６７５页。

３０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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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王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３）——古代著名的统帅

和国家活动家。——第５５１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 第２２、２３、２５—３４、

３６、８８、９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３、１２１、１８５、

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６—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２—

２５８、２６０—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１、２９９—３２８、３３６、

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５、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８、３６６、３７２、

３８０、３８１、４００、４０３—４１３、４４６、４４７、４６３—

４６５、４７８、４８７、４８８、５７９、５８８、５９７、６０４、

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２、６３２、６３４—６３７、６４０、

６４３、６４５、６４６、６４８６５０、６５４、６５５、６６４、

６６８、６６９、７０１—７０３页。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是冯·威斯特华伦ｇｅｂ ｖｏｎ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卡尔·马克思的妻

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 第

４０９、６３５、６３６页。

马 克 思，燕 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４４—

１８８３）——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尔

·马克思的大女儿，１８７２年起为沙·

龙格的妻子。——第６７０页。

十 一 画

培列，昂利（Ｐｅｒｒｅｔ，Ｈｅｎｒｉ）——瑞士工人

运动活动家，雕刻工，在瑞士的国际领

导人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总书记（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平等报”编辑，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巴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

的代表；１８６９年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

但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采取调和主

义立场。——第４７７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３２、１８３４），

首相（１８３６、１８４０），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第３４页。

盖布，奥古斯特（Ｇｅｉｂ，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２—

１８７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

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１８６９年爱

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

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１８７４—１８７７）。——第２５３、４８７页。

荷兰的威廉——见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莎 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６９３、６９４页。

戚美尔曼，威廉（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７—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１８４１—１８４３年出版的“德国

农民战争史”的作者。——第４４６页。

累布钦斯基（Ｒｙｂｃｚｉｎｓｋｙ，Ｆ）——在伦敦

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第２１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

斯·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ｅ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Ｓｍｉｔｈ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９９—

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

袖，后为保守党领袖之一；首相（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第

４６０、６８５页。

异教徒佩拉吉阿斯（ＰｅｌａｇｉｕｓＨｅｒｅｔｉｃ约

３６０—４２０）——中世纪不列颠神学家，

因宣扬人的自由意志的教义被宣布为

异教徒。——第５６１页。

梅拉·庞波尼乌斯（ＭｅｌａＰｏｍｐｏｎｉｕｓ一世

纪）——罗马地理学家，“地理”三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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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第５４１、５４２页。

梅涅尼·阿格利巴（ＭｅｎｅｎｉｕｓＡｇｒｉｐｐａ死

于公元前４９３年）—— 古罗马的贵

族。——第１１７页。

朗敏，威廉（Ｒａｍｍ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５—

１８７６）——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匈

牙利和意大利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６６年

普奥战争时任军长。——第２０７—２０９

页。

朗梅德，约翰（Ｌｏｎｇｍａｉｄ，Ｊｏｈｎ）——英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

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

委员会。——第２２、１１０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５０—１８８２）——男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

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相

兼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第６２、

６４、６５、７３、８１、２５２页。

曼托伊费尔，爱得文·汉斯·卡尔（Ｍａｎ

ｔｅｕｆｆｅｌ，Ｅｄｗｉｎ Ｈａｎｓ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５）——普鲁士将军，后为元帅；１８６６

年 普 奥战 争时 任 美 因 河 军 团司

令。——第２０７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十八世

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

始人。——第２９、３１页。

康佩里奥，菲力浦（Ｃａｍｐｅｒｉｏ，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８１０—１８８２）——瑞士国家活动家，原系意

大利人，法学家，大会议议员（１８４７—１８７０），

日内瓦政务会议主席兼司法和警务部

部长（１８６８）。——第４９２页。

勒·吕贝，维克多·普·（ＬｅＬｕｂｅｚ，Ｖｉｃ

ｔｏｒＰ 约生于１８３４年）——在伦敦的

法国侨民，和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激进派有联系；曾参加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６），法国通讯书记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

参加者，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

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开除出总委员

会。——第２１、１０６、５８６—５８８、５９７页。

勒鲁（ＬｅＲｏｕｘ）——在伦敦的法国侨民，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月—

１８６５年）。——第２１页。

勒维，约瑟夫·莫泽斯（Ｌｅｖｙ，Ｊｏｓｅｐｈ

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１８８８）——”每日电讯”的

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６７８页。

勒 弗 尔，昂 利（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ｉ１８３５—

１９１７）——法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曾参加“联合”杂志编辑部；

参加了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

议的准备工作，１８６５年３月拒绝参加

国际的一切活动。——第９０—９２、５８７

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  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

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

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

益。——第４０９页。

基利恩（Ｋｉｌｉａｎ死于６９７年）——爱尔兰传

教士，东法兰克尼亚基督教牧师，维尔

茨堡第一个主教。——第５６３页。

基卜生，威廉（Ｇｉｂ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美国

全国劳工同盟盟员，同盟的国际联络书

记。——第６２９—６３２页。

基卡姆，查理·约瑟夫（Ｋｉｃｋｈａｍ，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２６—１８８２）——爱尔兰新闻工

作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

５０９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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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加者，芬尼亚社社员，“爱尔兰人

民”周报编辑之一（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被捕，

被判处十四年苦役，１８６９年获释。——

第４５７、６２９、６９９、７００页。

基姆拜特（Ｃｉｍｂａｏｔｈ公元前三世纪）——

编年史中所提到的古代奥尔斯脱的执

政。——第５５１页。

基谢廖夫，巴维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将军，１８２９—１８３４年是俄国驻莫

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行政首脑，１８３５

年起一直为有关农民问题的各个秘密

委员会的委员；１８３７年起任国家产业

大臣；主张实行温和的改良措施。——

第３４３页。

莫里索（Ｍｏｒｉｓｏｔ）——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第２１页。

莫里斯，捷维（Ｍａｕｒｉｃｅ，Ｚúｖｙ）——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２），匈牙利通讯

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３７５页。

莫里逊，费恩斯（Ｍｏｒｙｓｏｎ，Ｆｙｎｅｓ１５６６—

１６３０）——英国旅行家，“游记”的作者，

书中有一章记叙了爱尔兰。—— 第

５５７页。

莫利纽，威廉（Ｍｏｌｙｎｅｕｘ，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５６—

１６９８）——爱尔兰哲学家，曾研究数学

和天文学。——第５１０页。

莫罗佐·德拉·罗卡，恩利科（Ｍｏｒｏｚｚｏ

ｄｅｌｌａＲｏｃｃａ，Ｅｎｒｉｃｏ１８０７—１８９７）——

意大利将军，陆军和海军大臣（１８４９），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时任意大利总参谋

长，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任意军军

长。——第２０１页。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亚马多（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Ａｍａｄｅｕｓ１７５６—１７９１）——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５８４页。

莫 特 斯 赫 德，托 马 斯（Ｍｏｔｔｅｒｓｈｅａｄ，

ＴｈｏｍａｓＪ）——英国织布工人，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丹麦通讯书

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

议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在总

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反对

马克思的路线。——第６６８、６６９页。

十 二 画

斐 迪 南 二 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９）—— 那 不勒 斯国 王（１８３０—

１８５９），由于１８４９年炮击墨西拿而得

到“炮弹国王”的诨号。—— 第４６０、

６８０页。

腊蒂，约翰（Ｒｕｔｔｙ，Ｊｏｈｎ１６９８—１７７５）——

爱尔兰医生和气象学家，写有许多医学

和气象学方面的著作。——第５４４、５４５

页。

闵采尔，托马斯（Ｍüｎｚ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１４９０左

右—１５２５）——伟大的德国革命家，宗

教改革时期和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为

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

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４４６

页。

舒尔采 德里奇，海尔曼（ＳｃｈｕｌｚｅＤｅ

ｌｉｔｓ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０８—１８８３）——德国

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民族

联盟党的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是进步

党领袖之一，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

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 第

６３、１０３、２３２、３７４、５９０页。

惠特洛克（Ｗｈｉｔｌｏｃｋ，Ｊ）——英国工联主

义者，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

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总委员会财务书记，改革同盟盟

员。——第２２、１１０页。

６０９ 马克思恩格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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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ｉａｍｉｎ

１７０６—１７９０）——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

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北

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学者，物理学

家和经济学家。——第１３７页。

策列斯提乌斯（Ｃｏｌｅｓｔｉｕｓ（Ｃａｌｅｓｔｉｕｓ）四世

纪中至五世纪初）——爱尔兰传教的修

道士。——第５６１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９、２４２、２６３、５５９页。

提格尔纳赫·奥布莱恩（Ｔｉｇｅｒｎａｃｈ（Ｔｉｇ

ｈｅａｒｎａｃｈＯ’Ｂｒａｉｅｎ）死于１０８８年）——

爱 尔兰 的修 道 院院 长和 编 年 史

家。——第５５１页。

琼 斯，理 查（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９０—

１８５５）——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

的著作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

衰落和瓦解，同时他却在许多政治经

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 第

１６８页。

敦加尔（Ｄｕｎｇａｌ约死于８２７年）——爱尔

兰僧侣，学者和诗人，８２０年左右受聘

到帕维亚讲学。——第５６３页。

敦克尔，弗丝茨（Ｄｕｎｃｋｅｒ，Ｆｒａｎｚ１８２２—

１８８８）——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

党著名活动家，１８６８年同麦·希尔施一

起创建了改良主义工会，一直存在到

１９３３年，人 称 希 尔 施—敦 克 尔 工

会。——第２３３、２４２、３７４页。

汤姆，亚历山大（Ｔｈｏ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０１—１８７９）——爱尔兰出版商。——

第５４７页。

汤恩，提奥博德·沃尔夫（Ｔｏｎｅ，Ｔｈｅｏ

ｂａｌｄＷｏｌｆｅ１７６３—１７９８）——杰出的爱

尔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爱尔

兰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爱尔

兰１７９８年起义的组织者之一。——第

５０６、５１２页。

黑尔斯，约翰（Ｈａｌｅｓ，Ｊｏｈｎ 生于 １８３９

年）——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织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

１８７２）和书记；曾参加改革同盟以及土

地和劳动同盟，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从

１８７２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中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企图夺取国

际在英国的组织的领导权。—— 第

３７５、４０３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Ｈ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

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

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第２９、４０９、

５６３页。

黑尔瓦尔特·冯·比滕费尔德，卡尔·艾

伯哈特（ＨｅｒｗａｒｔｈｖｏｎＢｉｔｔｅｎｆｅｌｄ，Ｋａｒｌ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１７９６—１８８４）—— 普鲁士将

军，１８７１年起为元帅；１８６４年丹麦战争

的参加者，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时任易北河

军团司令。——第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页。

莱盖雷（Ｌａｅｇｈａｉｒｅ（Ｌｏｅｇｈａｉｒｅ）死于４５８

年）——爱尔兰国王（４２８—４５８）。——

第５５４页。

莱昂斯，罗伯特·斯宾塞·戴尔（Ｌｙｏｎ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ｓｅｒＤｙｅｒ１８２６—１８８６）——

爱尔兰医生，自由党人，１８７０年为政府

对英国监狱中的爱尔兰政治犯待遇调

查委员会委员。——第６７３页。

莱斯利，托马斯·爱德华·克利夫

（Ｌｅｓｌｉｅ，ＴｈｏｍａｓＥｄｗａｒｄＣｌｉｆｆｅ１８２７左

右—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５０１、５２１页。

费格勒（Ｖｏｅｇｅｌｅ，Ａ ）——１８５９年是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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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字工人。——第

２５页。

费里埃，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 Ｆｅｒｒｉｅｒ，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６１）——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国家官员，重商主义的追随

者。——第２３２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最杰出的

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

物之一。——第２９、２２８页。

费尔斯特林格，艾米尔（Ｆｏｒ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Ｅｍｉｌ

１８２７—１８７２）——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

员，职业是铜匠，哈茨费尔特建立的“拉

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

１８６８），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１８６７—

１８７０）。——第３７２页。

普 芬 德，卡 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１８１８—

１８７６）——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画

家，１８４５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

人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

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７０—

１８７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２２、１１０页。

普 鲁斯，亨利·奥斯丁（Ｂｒｕｃｅ，Ｈｅｎｒｙ

Ａｕｓｔｉｎ１８１５—１８９５）—— 英国国家活

动家，自由党人，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６８—

１８７３）。—— 第 ４３０、４５８、６６５、６７９、

６８３—６８５、６８９—６９１、６９６、６９７页。

普耳茨，路德维希（Ｐｕｌｚ，Ｌｕｄｗｉｇ生于

１８２３年）——奥地利将军，１８６６年普奥

战争时任骑兵旅旅长。——第２０１页。

普林尼（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Ｃａｉｕｓ

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２３—７９）—— 罗马博

物学家，“博物志”三十七卷集的作

者。——第５５９页。

普兰塔日奈家的亨利二世（Ｈｅｎｒｙ

Ｐｌａｎｔａｇｅｎｅｔ１１３３—１１８９）—— 英国国

王（１１５４—１１８９）。——第５０７页。

凯西，约翰（Ｃａｓｅｙ，Ｊｏｈｎ）——爱尔兰芬尼

亚社社员，１８６６年被捕并被判处五年苦

役。——第６９５、６９６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ｅｒ 公 元 前 １００ 左 右—

４４）——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第５７１页。

凯里，马丁·亨利（Ｃａｒｅｙ，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ｎ

ｌｅｙ）——爱尔兰新闻工作者，芬尼亚社

社员，１８６５年被判处五年苦役。——

第４５７、６６６、６７２页。

凯恩，罗伯特·约翰（Ｋａ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ｈｎ

１８０９—１８９０）——爱尔兰学者，化学和

物理教授，也研究爱尔兰经济问

题。——第５３０、５４５页。

凯尔德，詹姆斯（Ｃａｉｒｄ，Ｊａｍｅｓ１８１６—

１８９２）——苏格兰农学家，自由党人，议

会议员，写有许多关于英格兰和爱尔兰

土地问题的著作。——第５３８、５３９页。

凯尔涅赫（Ｃａｉｒｎｅｃｈ五世纪）——爱尔兰

基督教传教士，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的

编纂者之一。——第５５４页。

菲格斯（Ｆｅｒｇｕｓ五世纪）——爱尔兰诗人，

法律汇编“古制全书”的编纂者之

一。——第５５４页。

菲力浦二世（Ｆｅｌｉｐｅ １５２７—１５９８）——

西班牙国王（１５５６—１５９８）。—— 第

１０８页。

菲 力 浦 亲 王（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ｐｒｉｎｃｅ１８３７—

１９０５）——弗兰德伯爵，比利时国王列

奥波特一世之子。——第３９６页。

菲 力 浦斯，温 德耳（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Ｗｅｎｄｅｌｌ

１８１１—１８８４）——美国著名的社会和

政治活动家，卓越的演说家，废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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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领袖之一，赞成用革命的斗争

方法来反对南部奴隶主；七十年代参

加了工人运动，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

的工人政党，１８７１年加入国际。——

第６２９页。

菲兹吉拉德，约翰·戴维（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Ｊｏｈｎ

Ｄａｖｉｄ１８１６—１８８９）——爱尔兰法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屡

任英国管理爱尔兰机构中的高级司法

官。——第６９８页。

菲兹吉拉德，爱德华（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Ｅｄｗａｒｄ

１７６３—１７９８）——爱尔兰资产阶级革命

家，“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

曾领导１７９８年爱尔兰起义的准备工

作。——第５０６、５１２页。

博 特，杰 腊 德（Ｂｏａｔｅ，Ｊｅｒｒａｒｄ１６０４—

１６５０）——英国医生，荷兰人，“爱尔兰

自然史”一书作者。——第５４３页。

博恩，亨利·乔治（Ｂｏｈｎ，Ｈｅｎｒ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６—１８８４）——英国出版商。——第

５５６页。

博凯，让·巴蒂斯特（Ｂ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和主义者，曾参加法国１８４８年革命，

后流亡伦敦，赫尔岑的朋友；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第

２１页。

博勒特，亨利希（Ｂｏｌｌｅｔ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６５年）；１８６５年伦

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第 ２２、

１１０页。

博弗尔，丹尼尔·奥加斯特斯（Ｂｅａｕｆｏｒｔ，

Ｄａｎｉ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１７３９—１８２１）—— 爱

尔兰地理学家和教士，原系法国人，“爱

尔兰地图说明”一书的作者。——第

５３７页。

博尔达日（Ｂｏｒｄａｇｅ，Ｐ）——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６年），１８６５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曾加入伦敦

法国人支部。——第２１、１１０页。

斯奈德，雅科布（Ｓｎｉｄｅｒ，Ｊａｃｏｂ死于１８６６

年）——美国发明家，发明了后装针发

线膛枪。——第４３０页。

斯诺里·斯土鲁桑（ＳｎｏｒｒｉＳｔｕｒｌｕｓｏｎ１１７８

左右—１２４１）——杰出的冰岛中世纪的

歌唱诗人和编年史家。——第５６４、５６５

页。

斯 提 芬 斯，詹 姆 斯（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Ｊａｍｅｓ

１８２５—１９０１）——爱尔兰小资产阶级

革命家，芬尼亚社组织——爱尔兰革

命兄弟会的领导人；１８６６年流亡美

国。——第６２９页。

斯塔克普耳，威廉（Ｓｔａｃｐｏｏ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爱尔兰军官，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６０—１８８０）。——第６７３页。

斯宾塞，约翰·波因茨（Ｓｐｅｎｃｅｒ，Ｊｏｈｎ

Ｐｏｙｎｔｚ１８３５—１９１０）——伯爵、英国国

家活动家，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和１８８２—１８８５）；海军首

席大臣（１８９２—１８９５）。——第６９３页。

斯宾塞，艾德蒙（Ｓｐｅｎｃｅｒ，Ｅｄｍｕｎｄ１５５２

左右—１５９９）——英国诗人，爱尔兰总

督的秘书（１５８０—１５８２）；“爱尔兰现状

一瞥”一书的作者。——第５５７页。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１８６９年起为得比

伯爵（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Ｈｅｎｒｙ，Ｅａｒｌｏｆ

Ｄｅｒｂｙ１８２６—１８９３）——英国国家活动

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

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

（１８５８、１８８２—１８８５），印度事务大臣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外交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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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４—１８７８），爱 德 华 · 得 比 之

子。——第３６０、６１５页。

斯坦斯比（Ｓｔａｉｎｓｂｙ，ＪＤ ）——英国工联

主义者；职业是裁缝；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

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８），曾参加改革同盟执

行委员会和工人代表同盟执行委员

会。——第２２、１１０页。

斯特拉本（Ｓｔｒａｂｏｎ约公元前６３—公元

２０）——古希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

史学家。——第５５８页。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

（Ｓｔｅｐｎｅｙ，Ｃｏｗ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８２０—１８７２）——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和 财务委员（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７１）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２）。—— 第３７５、４００、４０３、４３２

页。

斯图亚特王朝（Ｓｔｕａｒｔｓ）——１３７１年起统

治苏格兰和英国（１６０３—１６４９、１６６０—

１７１４）的王朝。——第５０９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

论的反对者。——第３２６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英

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第１０３、

１３４、１４２、１６７、２５５页。

斯密斯，高德文（Ｓｍｉｔｈ，Ｇｏｌｄｗｉｎ１８２３—

１９１０）——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

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党人；英国在爱

尔兰的殖民政策的辩护士；１８６８年迁居

美国；１８７１年起住在加拿大。——第

５２４、５４９、５７０、５７３页。

斯密斯，爱德华（Ｓｍｉｔｈ，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８左右

—１８７４）——英国医生，枢密院卫生顾

问和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

第６页。

十 三 画

瑟美列，贝尔塔兰（Ｓｚｅｍｅｒｅ，Ｂｅｒｔａｌａ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和革命政

府首脑（１８４９）；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１０１页。

杨 格，阿 瑟（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４１—

１８２０）——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

第５３４—５３８、５４３页。

雷克，乔治（Ｌａｋｅ，Ｇｅｏｒｇｅ）——英国工联

主义者，职业是细木工，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和改革同盟盟员。——第

２２页。

塔朗迪埃，比埃尔·德奥多·阿尔弗勒德

（Ｔａｌａｎｄｉｅｒ， ＰｉｅｒｒｅＴｈéｏｄｏｒｅ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２２—１８９０）——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记者，法国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

者；１８５１年政变后流亡伦敦，亚·伊·

赫尔岑的朋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法国议会议员（１８７６—１８８０、

１８８１—１８８５）。——第２１页。

蒙塔朗贝尔，沙尔（Ｍｏｎｔ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Ｃｈａｒ

ｌｅｓ１８１０—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家

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

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主教

党的首领；１８５１的十二月二日政变时

期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成为反对

派。——第２２０页。

塞塔奇（Ｓｅｔａｃｃｉ，Ｃ）——受马志尼影响的

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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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

１０月—１８６５年）。——第２１页。

塞维尔的伊西多尔（ＩｓｉｄｏｒｕｓｄｅＳｅｖｉｌｌａ

５７０左右—６３６）——西班牙主教，天主

教著作家。——第５６１页。

詹克斯（Ｊａｎｋｓ，Ａ ）——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５）。——第１１０页。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第５０８、

５７４页。

詹姆斯二世（Ｊａｍｅｓ １６３３—１７０１）——

英国国王（１６８５—１６８８）。——第５０６、

５０９页。

福 格 特，卡 尔（Ｖｏｇｔ，Ｋａｒｌ１８１７—

１８９５）——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

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左派；１８４９年６月为帝国五摄

政之一，１８４９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

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领津贴的密探，

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

积极参加者之一。——第２４、２５、１００、

３６６、４１１页。

福克斯，彼得（Ｆｏｘ，Ｐｅｔｅｒ死于１８６９年）

（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得列Ｐｅｔｅｒ

ＦｏｘＡｎｄｒé）——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

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实证论者；英

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４

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９），１８６５

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

１８６６年９—１１月为总委员会总书记，美

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共和国”周

报的编辑之一（１８６６），改革同盟执行委

员会委员。——第２２、１０６、１１０、６０８、

６２８—６３３页。

福特斯鸠 帕金逊，契切斯特·赛米尔

（ 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２３—１８９８）——英国国家活

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４７—

１８７４），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屡任许多国家要

职。——第６６５页。

路 易 十 四 （Ｌｏｕｉｓ ＸＩＶ １６３８—

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

——第２８６页。

路易 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 易 菲 力 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９页。

路易斯，莱昂（Ｌｅｗｉｓ，Ｌｅｏｎ）——美国

新闻记者，１８６５年在伦敦被选为总委

员会委员和美国通讯书记。——第５８０

页。

路易斯，乔治·康瓦尔（Ｌｅｗｉｓ，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ｒｎｅｗｅｌｌ１８０６—１８６３）——英国国家

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５年为

“爱丁堡评论”杂志出版者和编辑，财政

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内务大臣（１８５９—

１８６１）和陆军大臣（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第３７７页。

奥托，路·——见布赖特施韦特，奥托·

路德维希。

奥谢，亨利（Ｏ’Ｓｈｅａ，Ｈｅｎｒｙ）——爱尔兰社

会活动家，１８６９年为被囚禁的芬尼亚社

社员进行辩护。——第４３３页。

奥唐奈——见麦克唐奈。

奥利里——见墨菲。

奥斯本，约翰（Ｏｓｂｏｒｎｅ，Ｊｏｈｎ）——英国工

联主义者，抹灰工，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

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７），积极参加改革同盟、

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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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２２、１１０页。

奥哲尔，乔 治（Ｏｄ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２０—

１８７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

会，１８６２—１８７２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

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

工人代表同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

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 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和主席（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

同盟执行委员会，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

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１８７１

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

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第

２２、１１０、３７５、４０３、５８０、５９１、６０８、６３４、

６６９页。

奥尔西尼，切扎雷（Ｏｒｓｉｎｉ，Ｃｅｓａｒｅ）——意

大利政治流亡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曾在美国宣传国际的思

想。——第６２９页。

奥勃莱恩，詹姆斯（Ｏ’Ｂｒｉｅ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２—

１８６４）（笔名布朗特尔Ｂｒｏｎｔｅｒｒｅ）——

英国政论家，著名的宪章运动活动家，

三十年代为“贫民卫报”（《ＴｈｅＰｏｏｒ

Ｍａｎ’ｓＧｕａｒｄｉａｎ》）编辑，许多社会改革

草案的起草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脱

离群众性的宪章运动，１８４９年创立全国

改革同盟。——第３７５页。

奥马洪尼，塔杰乌斯（Ｏ’Ｍａｈｏｎｙ，Ｔｈａｄ

ｄｅｕｓ）——爱尔兰语文学家，曾与汉考

克一起出版了两卷法律汇编“古制全

书”。——第５５３页。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Ｏｒ

ａｎｇｅ１６５０—１７０２）—— 尼 德 兰 总 督

（１６７２—１７０２），英 国 国 王（１６８９—

１７０２）。——第５０６、５０９、５１０、５７４、６３７

页。

奥克里，尤金（Ｏ’Ｃｕｒｒｙ，Ｅｕｇｅｎｅ１７９６—

１８６２）——爱尔兰历史学家，古代手抄

本的研究者；１８５２年起任政府古爱尔

兰法律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写有研究

古代爱尔兰手抄本的著作。—— 第

５５３页。

奥克莱里，迈克尔（Ｏ’Ｃｌｅｒｙ，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５７５—１６４３）——爱尔兰神甫，编年史

家。——第５５０页。

奥顿诺凡，约翰（Ｏ’Ｄｏｎｏｖａｎ，Ｊｏｈｎ１８０９—

１８６１）—— 爱尔兰语文学家和历史学

家，爱尔兰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批判派

的代表；１８５２年起任政府古爱尔兰法律

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 第５５０、

５５２、５５３、５５７页。

奥顿诺凡 罗萨（Ｏ’ＤｏｎｏｖａｎＲｏｓｓａ）——

耶·奥顿诺凡 罗萨之妻，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年组织募捐救济爱尔兰政治犯的家属，

起草了告爱尔兰妇女书，根据总委员会

的决定，该呼吁书发表在１８６６年１月６

日“工人辩护士报”上。——第６７３页。

奥顿诺凡 罗萨，耶利米（Ｏ’Ｄｏｎｏｖａｎ

Ｒｏｓｓａ，Ｊｅｒｅｍｉａｈ１８３１—１９１５）——爱尔

兰芬尼亚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爱尔兰人民报”的发行人（１８６３—

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１８７０年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

领导芬尼亚社；八十年代脱离政治生

活。—— 第４５７、４５８、６６８、６７０、６７１、

６７３—６８１、６８５、６９４、６９６、６９９页。

奥康瑙尔，查理（Ｏ’Ｃｏｎｏ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６４—

１８２８）——爱尔兰教士和古物收藏家，

第一版爱尔兰编年史的编译者。——

第５５０页。

奥 康 瑙 尔，阿 瑟（Ｏ’Ｃｏｎｎｏｒ，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６３—１８５２）——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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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家，１７９７—１７９８年为“爱尔兰人联

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和该组织的机关报

“新闻报”主编；于１７９８年起义前夕被

捕，１８０３年流亡法国。——第５５１、５５２

页。

奥康瑙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ｎｏｒ，Ｆｅａｒｇｕｓ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 宪章运动的领袖之

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缉；１８４８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 第５５１、

５５２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７５—１８４７）——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

派的领袖。——第５０４、５０６、５１５页。

十 四 画

玛拉基（Ｍａｌａｃｈｉａｓ１０９４左右—１１４８）——

爱尔兰大主教。——第５５５页。

魁奈，弗朗斯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最杰出的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

生。——第３０７页。

蒲斯，约翰·威尔克斯（Ｂｏｏｔｈ，Ｊｏｈｎ

Ｗｉｌｋｅｓ１８３９—１８６５）——美国伶人，美

国内战时期拥护南军，刺杀了美国总统

阿·林肯。——第１０８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

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 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２８—３６、９７、１７１、２４２、３５４、

４０５、４０９页。

豪费，阿尔伯特·弗·（Ｈａｕｆｅ，Ａｌｂｅｒｔ

Ｆ）——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第１８５页。

豪威耳，乔治（Ｈ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３—

１９１０）——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

敦理事会书记（１８６１—１８６２），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９

年），１８６５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

者，改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议

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５）。——第

２２、１１０、３７５、５９１页。

维耶，约翰·弗里德里希（Ｗｉｅ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排字工人；１８５９年在伦

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工作。——第２５

页。

维 尔 特，麦克 斯（Ｗｉｒｔｈ，Ｍａｘ１８２２—

１９００）——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和政论家。——第２４２页。

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ＶｉｋｔｏｒＥｍａｎｕｅｌ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撒丁国王（１８４９—

１８６１），意 大 利 国 王 （１８６１—

１８７８）。——第１９９、２０１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１８１９—１９０１）——

英国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 第６７８

页。

赫 斯，莫 泽 斯（Ｈｅβ，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

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之一；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

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

巴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９）的参 加

者。——第４０页。

赫伦，丹尼斯·考耳菲尔德（Ｈｅｒｏｎ，Ｄｅｎｉｓ

Ｃａｕｌｆｉｅｌｄ１８２４—１８８１）——爱尔兰法学

家和经济学家，议会议员（１８７０）。——

第６９９页。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Ｈｕｘ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英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查·达尔文的亲密战友及其

学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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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第５５８、５８４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１８４７年侨居国

外，在国外建立了俄国自由印刷所，并

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

第４７８页。

十 五 画

鲁 艾，欧 仁（Ｒｏｕｈｅｒ，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１４—

１８８４）——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司法部长（１８４８—１８５２年断

续地）；１８５５—１８６３年任商业、农业和

公共工程大臣，１８６３—１８６９年任国务

大臣。——第３６１页。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Ｌｕｃｒａｆ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９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

之一，职业是木器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

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

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

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

战”上签名并退出国际。—— 第２２、

１１０、３７５、４０３、４９３页。

摩尔根（Ｍｏｒｇｅｎ，Ｗ ）——英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８年）和改革同

盟盟员。——第２２、１１０、５９１页。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Ｍｏ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１８２１—１８８８）—— 英国农学

家，写有许多农业问题方面的著作，“农

业报”编辑（１８４４—１８８８）。——第１２４

页。

墨 菲（Ｍｕｒｐｈｙ）（绰 号 奥 利 里 Ｏ’

Ｌｅａｒｙ）—— 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

１８６４年由于在爱尔兰王国军队中进行

鼓动宣传而被捕，被判处十年苦

役。——第４５７、６７１页。

墨尔凯希，但尼斯·道林（Ｍｕｌｃａｈｙ，Ｄｅｎｉｓ

Ｄｏｗｌｉｎｇ生于１８４０年）——爱尔兰新闻

工作者和医生，芬尼亚社克郎梅尔组织

的领导人，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领袖之

一，“爱尔兰人民报”的助理编辑

（１８６３—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被判处十年苦

役，１８７１年获赦。——第４５７页。

德·维特（ＤｅＷｉｔｔｅ，Ｊ）——比利时彩画

工人，１８６７年建立的国际列日支部临

时委员会委员。——第６２７页。

德· 巴 普，塞 扎 尔（ＤｅＰａｅｐｅ，Ｃéｓａｒ

１８４２—１８９０）——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

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

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

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巴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代表，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以

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

创建人之一（１８８５）。——第５９３、５９７

页。

德拉·罗卡——见莫罗措·德拉·罗卡，

恩利科。

德尔，威廉（Ｄ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英国工人

运动和民主运动活动家，裱糊工，英国

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

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９）和财务委员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１８６７），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

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

一。——第２２、１１０、３７５、６０９、６３４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起初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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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５０年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

格斯；１８５１年流亡英国；后来脱离政治

活动而经商。——第１００页。

德金德兰（Ｄｅｒｋｉｎｄｅｒｅｎ）——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６７），荷兰通讯书记

（１８６７）。——第２４７页。

德努阿尔，茹尔（Ｄｅｎｏｕａｌ，Ｊｕｌｅｓ）——法国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６４年９月

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第２１、

５８７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

易·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ｏｕｉｓＣｌａｕｄｅ， ｃｏｍｔｅ １７５４—

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

哲学家；君主立宪的拥护者。—— 第

３０８页。

十 六 画

默里，帕特里克·约瑟夫（Ｍｕｒｒａｙ，Ｐａｔ

ｒｉｃｋＪｏｓｅｐｈ）——都柏林苦役监狱典狱

长。——第４５９、４６０、６８４、６８５页。

穆尔，乔治·亨利（Ｍｏｏｒｅ，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１—１８７０）—— 爱尔兰政治

活动家，保障租佃者权利运动的领袖之

一，议 会 议 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７、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曾为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

社员进行辩护。——第４５８、６６５、６６８、

６７１、６７９、６８２、６８３、６８８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１８２０—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１８５９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１８６１年

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第３７６页。

赖 尔，查 理（Ｌｙ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５）——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

家。——第５８４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Ｌｅ

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７—

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改革报”

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

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

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后流亡

英国。——第６６９页。

诺克斯，亚历山大·安得鲁（Ｋｎｏｘ，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１８１８—１８９１）——英国新

闻工作者和治安法官，１８６７年向议会提

呈关于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

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６７４、６８１、

６８５、６９６页。

诺特克尔，拉贝奥（Ｎｏｔｋｅｒ，Ｌａｂｅｏ９５２左

右—１０２２）——德国修道士，曾在圣加

伦修道院讲道。——第５５９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１６７９）——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

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１４４

页。

霍尔托普，艾米尔（Ｈｏｌｔｏｒｐ，Ｅｍｉｌ）——在

伦敦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６年），波兰通讯书

记（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的参加者，１８６６年参加马志尼创

建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第

２１、１１０、５７９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世家（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

朝（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德意志皇朝（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霍 林 格 尔，菲 德 利 奥（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Ｆｉｄｅｌｉｏ）—— 伦 敦 一 家 印 刷 所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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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第２５页。

霍夫施泰滕，约翰·巴普提斯特（Ｈｏｆｓｔｅ

ｔｔｅｎ，Ｊｏ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死于１８８７年）——

巴伐利亚军官，拉萨尔分子；“社会民主

党人报”的发行人和编辑之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第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３页。

十 七 画

赛德，罗伯特·亨利（Ｓｉｄｅ，ＲｏｂｅｒｔＨｅｎ

ｒｙ）——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年１１

月—１８６６年）。——第２２页。

戴雷（Ｄａｉｒｅ五世纪）——奥尔斯脱执政者

之一，曾参加爱尔兰法律汇编“古制全

书”的编纂工作。——第５５４页。

戴维逊（Ｄａｖｉｓｓｏｎ，ＡＮ ）——曼彻斯特席

勒协会秘书。——第３６６页。

戴 维 斯，约 翰（Ｄａｖｉｓ，Ｊｏｈｎ １５６９—

１６２６）——英国国家活动家，诗人，写

有许多爱尔兰历史方面的著作，爱尔

兰首席检察官（１６０９—１６１９）；拥护爱

尔兰英国殖民地化。——第５５７页。

戴维斯，杰弗逊（Ｄａｖｉ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８—

１８８９）——美国政治活动家，大种植场

主奴隶主，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

乱策划者之一；美国对墨西哥战争

（１８４６—１８４８）的积极参加者；曾任美国

陆军部长（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南部同盟总统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第１０８、６６７页。

十 八 画

魏 德迈，约瑟夫（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８—１８６６）——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

的卓越活动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的主编

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０）；革命失败后流亡美

国，曾参加内战，站在北部方面；他为马

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宣传奠定了基础；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２５、２６、４０４页。

萨克森，格腊马提克（Ｓａｘ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ｕｓ

十二世纪中一十三世纪初）——丹麦编

年史家，“丹麦史”的作者。——第５７１

页。

萨耳瓦特拉，纳尔契佐（Ｓａｌｖａｔｅｌｌａ，Ｎａｒ

ｃｉｓｏ）——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

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５）。——第１１０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  画

比妮萝布——古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德赛

的妻子，二十年信守外出同特洛伊人作

战的丈夫；为了摆脱纠缠不休的求婚

者，她约言为公公织好长袍后就嫁给他

们中的某一个人；同时，她每夜把白天

织就的都拆散了。——第６８９页。

五  画

札格纳特——古印度神话中毗湿奴神的

化身之一。——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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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画

米迦勒—— 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

一。——第４１８页。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之

一；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

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

活中起重大作用。——第２４１页。

亚尼雅士——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特洛

伊主要捍卫者之一，相传为罗马人的始

祖。——第５５１页。

七  画

希尔德布兰德——古代日耳曼英雄事迹

叙事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的主人

公。——第８４、５７１页。

八  画

罗兰——法国民间叙事诗“罗兰之歌”中

的主人公，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

世”中曾提到他。——第６９２—６９３页。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

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

君主著称。——第６８０页。

苏·麦库阿耳——爱尔兰叙事诗中的英

雄，相传他改组了爱尔兰的军队。——

第５６０、５７４页。

九  画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

一。——第４１９页。

十  画

挪亚——据圣经传说，为“洪水”后重新繁

殖的人类的始祖。——第５５１页。

桑格拉都——列萨日的小说“山悌良那的

吉尔·布拉斯奇遇记”中的人物，医生，

医治一切疾病只用两个药方：喝水和放

血。——第６８６页。

息息法斯——希腊神话中科林斯王，因欺

骗了众神，被罚推滚一巨石到山上，而

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则自动滚落山下，

他就这样永远不停地推滚巨石。成语

“息息法斯的劳动”（即吃力而徒劳的工

作）源出于此。——第１０８、２８４页。

十 一 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４５８页。

十 二 画

雅弗——据圣经传说，为“洪水”后重新繁

殖的人类一种族的始祖，挪亚的儿

子。——第５５１页。

斯嘉本——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

计”中的人物。——第２７页。

斯蒂金斯——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

传”中的人物，伪善的化身。——第６８８

页。

腊格纳·洛德布罗克——丹麦海盗，斯堪

的那维亚叙事诗中的传奇人物。——

第５６５页。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拜达立法者，

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到八世纪时候的

人。——第３９０页。

十 三 画

奥丁——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最高的

神。——第５６６页。

奥利维耶尔——法国民间叙事诗“罗兰之

歌”中的主人公之一，莎士比亚的历史

剧“亨利六世”中曾提到他。——第６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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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画

撒母耳—— 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先

知。——第４０６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从埃及法老

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出

埃及记”）。——第５５１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

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用活人作祭品；

后来，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和吞噬

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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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索 引

二  画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普

鲁士报”。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出

版。——第３７４页。

“人民事业”（《Ｈａｐｏｈｏｅｅｏ》）——日内

瓦出版。——第４６４、４７８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莱

比锡出版。—— 第４３４、４８０、４８５、４８６、

４８９、４９５页。

“人民论坛报”（《ＬａＴｒｉｂｕｎｅｄｕＰｅｕｐｌｅ》）——

布鲁塞尔出版。—— 第３５２、６１５、６２６

页。

三  画

“上莱茵信使报”（《Ｏｂｅｒ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Ｃｏｕ

ｒｉｅｒ》）——第１８５页。

“工人报”（《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ａｎ》）——伦敦

出版。——第６１１、６１５页。

“工人报”（《ＤｅＷｅｒｋｍａｎ》）——阿姆斯特

丹出版。——第４２９页。

“工人辨护士报”（《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ａｎ’ｓＡｄｖｏ

ｃｕｔｅ》）——伦敦出版。——第５８９、５９５页。

“工人辩护士报”（《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ａｎ’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乏加哥出版。—— 第

６３０、６３１页。

四  画

“双周评论”（《Ｔｈｅ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伦敦出版。—— 第３２２、３２６、４３８、４７２

页。

“比利时人民报”（《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Ｂｅｌｇｅ》）——

布鲁塞尔出版。——第３６５页。

五  画

“左岸”（《ＬａＲｉｖｅｇａｕｃｈｅ》）——巴黎、布

鲁塞尔出版。——第４４２页。

“白鹰报”（《ＤｅｒＷｅｉβｅＡｄｌｅｒ）——苏黎世

出版。——第１０７页。

“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见“每日电讯”。

“外交评论”（《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伦敦出版，——第３７９页。

“民主周报”（《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

ｂｌａｔｔ》）—— 莱比锡出版。—— 第２６３、

２７１、３７１、３７３、３７６、３９２、４００、４４３、

４７７页。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 日内瓦出

版。—— 第４３５—４３９、４４１—４４３、４６７—

４７３、４７５—４７７、４８５、４８６页。

“平等”（《Ｌ’Ｅｇｕａｇｌｉａｎｚａ》）——那不勒斯

出版。——第４６８页。

“未来报”（《ＤｉｅＺｕｋｕｎｆｔ》）——科尼斯堡、

柏林出版。——第２３２、２３５、２５３、４１３、

４８８页。

“未来呼声报”（《ＬａＶｏｉｘｄｅｌ’Ａｖｅｎｉｒ》）——

拉绍德封出版。——第５９５页。

“北 极 星”（《Ｎｏｒｄｓｔｅｒｎ》）—— 汉 堡 出

版。——第２７页。

“北德报”（《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Ｎｏｒ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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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威出版。——第２３０页。

“北德通讯”（《ＮｏｒｔｈＧｅｒｍａ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ｃｅ》）——柏林出版。——第４８９页。

六  画

“先驱”（《ＤｅｒＶｏｒｂｏｔｅ》）—— 日内瓦出

版。——第２２３、３６５、５８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３６

页。

“西邮报”（《ＤｉｅＷｅｓｔｌｉｃｈｅＰｏｓｔ》）——圣

路易出版。——第２６页。

“回声 报”（《ＴｈｅＥｃｈｏ》）—— 伦 敦 出

版。——第６７９、６８０页。

“共和国”（《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伦

敦出版。——第１７０、１７４、１８３、６２８页。

“米拉波报”（《ＬｅＭｉｒａｂｅａｕ》）——佛尔维

耶出版。——第４９０页。

“观察家报”（《Ｄｅｒ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斯图

加特出版。——第２３、２４、２５４、２５６页。

“观察家时报”（《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ａｎｄＴｉｍｅｓ》）——

曼彻斯特出版。——第６３５页。

“自由报”（《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布鲁塞尔出

版。——第３５２、４９５页。

“自由之声”（《ＧｌｏｓＷｏｌｎｙ》）——伦敦出

版。——第２２９页。

“自由人报”（《Ｆｒｅｅｍ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都柏林出版。——第６９２页。

七  画

“劳动报”（《ＬｅＴｒａｖａｉｌ》）—— 巴黎出

版。——第４３６、４６９、４７０页。

“进步报”（《ＬｅＰｒｏｇｒèｓ》）——勒 洛克尔

出版。——第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１—４４３、４６７—

４７０、４７５—４７８页。

“杜塞尔多夫日报”（《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ｌｆｅ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第２４３、２４５页。

“佛 尔 维 耶 回 声 报”（《Ｌ’Ｅｃｈｏ ｄｅ

Ｖｅｒｖｉｅｒｓ》）—— 第 ５８６—５９０、５９３—５９０

页。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伦敦

出版。——第６７８、６８８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敦

出版。——第１０７、６７０、６７１、６７７、６８８页。

“社会主义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巴黎

出版。——第２２９页。

“社 会 民 主 党 人 报”（《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柏林出版。——第１４、

３６、３９、４０、８８、９５—９８、９９、１００、１０３、２４８、

３５８、４４２、４７６页。

八  画

“呼 声 报”（《Ｖｏｉｃｅ》）—— 波 士 顿 出

版。——第６３０页。

“实证哲学”（《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巴黎出版。——第４６６页。

“实证论者评论”（《Ｒｅｖ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ｅ》）——见

“实证哲学”。

“法兰西信使报”（《ＬｅＣｏｕｒ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巴黎出版。——第２４７页。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伦敦出

版。——第４２４页。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布鲁

塞尔出版。——第４００、４２１、４３４、４４５、

４６２页。

“国际信使”（《Ｌｅ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伦敦出版。——第２２３、６１５、６１６页。

“国际信使”（《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ｉｅｒ》——

伦敦出版。——第２２３、６３０、６３２页。

“国际工人协会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日

内瓦出版。——第５９５页。

“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Ｖｉｅｒｔｅｌ

ｊａｈｒ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ｕｌ

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柏林出版。——第

３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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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画

“革命”（《Ｄｉ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纽约出

版。——第４０４页。

“纪事”（《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伦敦出

版。——第４９９页。

“信使报”（《Ｂｏｔｓｃｈａｆｔｅｒ》）——维也纳出

版。——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威塞尔报”（《Ｗｅｓ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出版。——第３７６页。

“星期六评论”（《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

伦敦出版。——第３７６、４３８、４７２、６６９页。

“军事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 达姆斯塔德出版。—— 第

４９、５４页。

“政治纪事报”（《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见“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帕林改革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Ｒｅｆｏｒｍ》）——第

８９、９８、９９、１０５页。

“派尔 麦尔新闻”（《ＴｈｅＰａｌｌＭａｌｌＧａｚｅ

ｔｔｅ》）——伦敦出版。——第４３８、４７２、

６８８页。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法报”（《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ｔｉ

ｓｃｈ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ｕ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Ｃｒｉｍｉ

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 纽约出版。—— 第

１０１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

格斯堡出版。——第２５、３７６、４１９页。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

巴黎出版。——第４２６、６９４页。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２０７页。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Ｃｏｂｂｅｔｔ’

ｓＷｅｅｋ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伦 敦 出

版。——第６６８页。

十  画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伦敦出

版。——第４３８、４７２、６８０页。

“马赛曲报”（《Ｌａ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巴黎

出版。——第６７０—６７２、６７６、６８０、６８１、

６８６、６９１、６９４、６９７、７００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

版。—— 第 １８１、１９３、１９７、２２６—２２８、

３６５、３７４、３７６、３７８、５２２、５３９、６３５、６６９、

６７７、６８８、６９８、６９９页。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Ｈｅｒｍａｎ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ａｕｓＬｏｎｄｏｎ》）——伦

敦出版。——第２６、９４、１０１、６４５页。

“纽约刑法报”（《ＮｅｗＹｏｒｄ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

法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

ｂｕｎｅ》）——第４１１页。

“爱尔兰人报”（《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ｍａｎ》）——都柏

林出版。——第５２２、６７１、６７８、６７９、６８９、

６９３—６９５页。

“爱尔兰人民”（《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

都柏林出版。——第４５７、６７０、６７２、６７７

页。

“爱北斐特日报”（《Ｅｌｂｅｒｆｅｌ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十 一 画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伦敦

出版。——第３７６页。

“莫斯科新闻”（《Ｍｏｃｋｏｃｋｕｅ ｅｏｍｏｃ

ｍｕ》）——第２２６页。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

ｄｉａｎ》）——第１８７页。

“曼 彻 斯 特 观 察 家”（《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见“观察家时报》。

“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ｄｅｓ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Ｂｕ

ｒｅａｕｓ》）——柏林出版。——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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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画

“联盟”（《Ｌａ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巴塞罗纳

出版。——第４２９、４６８页。

“联合”（《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巴黎和布

鲁塞尔出版。——第４０、５９２页。

“莱茵观察家”（《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ｅｒ》）——

科伦出版。——第８８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ｆü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 ｕｎｄ Ｇｅ

ｗｅｒｂｅ》）——科伦出版。——第４０８页。

“莱茵报。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民主派

机关报”（《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ｉｎＲｈｅｉｎｌａｎｄｕｎｄ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ｅｎ》）——杜塞尔多夫、科伦出版。——

第２３６页。

十 三 画

“蜂房报”（《ＴｈｅＢｅｅＨｉｖ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伦敦出版。——第１９、２２、１１０、２３１、３５１、

３５２、３５９、３７５、４４１、４８０、４８５、５９７、６１１、

６１３、６４２、６４３、７０１页。

“雷诺新闻”（《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伦敦出版。——第４３４、６８７、６８８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

出版。——第５０１、５２１页。

“奥格斯堡女人”（《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ｉｎ》）——见

“总汇报”。

“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斯图加特

出版。——第２３０、４７９页。

“新巴登报”（《ＮｅｕｅＢａｄｉｓｃｈｅＬａｎｄｅ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曼海姆出版。——第２６０、２６２页。

“新德意志报”（《Ｎｅｕ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２５页。

“新 普 鲁 士 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

ｔｕｎｇ》）——柏林出版。——第７０页。

“新 法 兰 克 福 报”（《Ｎｅｕ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出

版。——第２６、９５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科

伦出版。——第８９、２４１、４１０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

伦敦—汉堡出版。——第４１０、４４６、４４７页。

十 四 画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伦敦出

版。——第６８０、６９８页。

“维尔腾堡工商业报”（《Ｇｅｗｅｒｂｅｂｌａｔｔａｕｓ

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 斯 图 加 特 出

版。——第２５７、２５９页。

十 五 画

“德 法 年 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ｃüｈｅｒ》）——巴黎出版。——第４０９

页。

“德国中央文学报”（《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ｓｃｈｅｓＣｅｎ

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莱比锡

出版。——第３５３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 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８８页。

“铸工国际报”（《Ｉｒｏｎｍｏｕｌｄ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费拉得尔菲亚出

版。——第６２８页。

十 六 画

“辨士蜂房”（《ＴｈｅＰｅｎｎｙＢｅｅＨｉｖｅ》）——见

“蜂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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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名 索 引

三 画

女王郡（莱伊舍）——爱尔兰的郡。——

第５２９页。

大西洋——第１４、２１、２２７、４０１、４４０、４７４、

５４１页。

小俄罗斯——见乌克兰。

下维尔施尼茨—— 萨克森的城

市。——第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０页。

上哈斯利——瑞士的一个居民点。——

第５３３页。

上捷耳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

一个居民点。——第２０６页。

土尔 瑙（土 尔 诺 夫）—— 捷 克 的 城

市。——第２０９页。

土里 阿尔库尔——法国的城市。——第

６２５页。

土耳凯恩——见托耳卡。

四 画

中国——第６３９页。

戈伊托——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２０１页。

牙买加岛——第１８４、３９７页。

不列颠群岛——第５４０页。

厄尔士山脉——第３８５页。

扎耳特博默耳——第９９页。

牛津——第３４０、５４２页。

午津郡——英国的郡。—— 第６、７、５３６

页。

比恩（俾尔）—— 瑞士的城市。—— 第

５９３、６２５—６２６页。

比利牛斯半岛——第５８页。

丹洛——爱尔兰的狭谷。——第５３３页。

丹涅维尔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的工事垒墙。——第２０６页。

韦戚康——瑞士的城市。——第６２６页。

韦斯特默尔兰——英国的郡。——第５４８

页。

什列斯维希——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

坦。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７０、１０３、

１８２、１８９、１９８、２０６页。

日内瓦—— 第１０３、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４、３８２、

４１９—４２１、４３６、４４３、４６３、４６５、４６６、

４６８—４７１、４７７、４７８、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５、

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９、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６、

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３、６２５—６３２、６３５、６５５页。

日内瓦州——第４２１页。

日德兰半岛——第３９页。

巴门——第３６９、４２９页。

巴登——第４１９页。

３２９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

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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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第３０、３１、４０、５７、９０、９１、９８、１０１、

１０３、３５４、３６０、３６１、３７８、４０９、４１０、４２１—

４２３、４５１、４６６、４６９、４８６、４８８、４９１、５８９、

５９２、５９３、６１２、６１５、６１８、６２５、６２７、６３３、

６３８、７０２页。

皮托郊区——第５８９、６２５页。

圣丹尼郊区——第５８９、６２５页。

巴伦山——在爱尔兰。——第５２９页。

巴布里干——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１３

页。

巴尔的摩——第６２８页。

巴伐利亚——第２０７、２６０页。

巴塞尔—— 第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７、４３７、４６６、

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１、４８６、６２６、６４７页。

巴塞罗纳——第４２９、４６８页。

五 画

印度——第３２２、６４１页。

立陶宛——第１７９页。

白俄罗斯——第１８２页。

瓜德罗普岛——第６２５页。

汉堡——第２５３、３５８、３６３、３８１页。

汉诺威——第１８４页。

东头——见伦敦。

北明翰——第３１２、４３０、５０５、５１６、６２０页。

北德平原——第５３２页。

卢昂——第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６、５８９、６２５页。

卢瓦尔省——在法国。—— 第４２３、４２５

页。

皮托——见巴黎。

皮蒙特——第６６页。

弗兰德——第５６５页。

弗累斯克河——在爱尔兰。——第５３２

页。

弗腊默里——法国的城市。——第３６９、

３９７、４２９页。

瓦登堡（伐乌布日伊赫）——第１９７页。

瓦列卓（明乔河岸瓦列卓）——意大利的

一个居民点。——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瓦瑞克郡——英国的郡。——第６１５页。

瓦特福德——第５１３、５６５、６９９页。

瓦特福德——爱尔兰的郡。——第６８９、

６９９、６７０页。

瓦拉几亚——见多瑙河各公国。

加耳蒂山脉——在爱尔兰。—— 第５３２

页。

加拿大——第６６７、６７２页。

加尔各答——第２２６页。

加尔达湖——在意大利。——第１９９、２００

页。

加里西亚——第１８２页。

加利福尼亚——第６３３页。

卡易——法国的城市。——第５８９、５９２、

６２４、６２５页。

卡舍耳——爱尔兰的城市，曼斯特的古

都。——第５５４页。

卡鲁日——瑞士的城市。——第６２５页。

卡斯提奥涅——意大利的城市。——第

２００页。

卡斯特尔诺达里——法国的城市。——

第６２５页。

卡茨巴赫（卡查瓦）河—— 在西里西

亚。——第５７页。

卡 里 克 费 尔 格 斯—— 爱 尔 兰 的 城

市。——第５６１页。

布隆（布尔诺）——第４２８页。

布律吕——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６２６页。

布拉格——第１９４页。

布列塔尼——法国的历史区。——第１７６

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１９５、１９６、

２０５页。

布鲁塞尔——第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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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２、３８３、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９、４２１、

４２２、４４４、４６５、４９４、５８１、５９７、６２７、６４４、

６４９、６５６页。

布 索 兰 哥—— 意 大 利 的 一 个 居 民

点。——第２００页。

布莱得弗德——英国的城市。——第２４

页。

圣加伦——瑞士的城市。——第５６３页。

圣亚田——第４２４—４２６页。

圣丹尼——见巴黎。

圣克卢阿——第６２５页。

圣伊米耶——第６２５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１４、２２４、３７９、

４６３、４９１、５３５页。

圣路易斯——第２５、２６、４０４页。

圣朱斯蒂纳—— 意大利的一个居民

点。——第２００页。

六  画

列日——第６２７页。

冰岛——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吉钦（伊钦）—— 捷克的城市。—— 第

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９页。

匈牙利—— 第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７、１９６、２２５、

２２７、４２８、６６４页。

安特林—— 爱尔兰的郡。—— 第５３０、

５３６、５６１、５６４页。

考文垂——第６１５、６２２页。

汝拉山脉——第５３２页。

休 尔 河 岸 卡 里 克—— 爱 尔 兰 的 城

市。——第５１３页。

华沙——第２２４、２２７页。

华盛顿——第６３２页。

米兰——第２００、６２８页。

米斯——爱尔兰的郡和历史区。——第

５３６—５３８、５６９页。

亚眠——第３６０—３６１、４２２页。

亚尔萨斯——第１７６页。

艾佩耳（乌皮策）——捷克的城市。——

第２０９页。

艾塞克斯——英国的郡。——第５３６页。

托尔高——第１９７页。

托耳卡河——在爱尔兰。——第５６９、５７０

页。

多尼果耳——爱尔兰的郡。——第５３６、

５３９、５５０页。

多瑙河——第１９６页。

多瑙河各公国——第１７７、３０１、３４２页。

伊万城——第２２７页。

伊泽尔——法国的省。——第６２４页。

伊泽尔（伊泽腊）河——在捷克。——第

１９５、２０５页。

伊利诺斯——美国的州。——第６３０页。

达林敦——英国的城市。——第６２２页。

达荷美——第６８８页。

达特木尔——英国的台地。—— 第４５７

页。

达尔纳塔耳——法国的城市。——第４２３

页。

达姆斯塔德——第４８８页。

西头——见伦敦。

西印度——第５０９、６３７页。

西米斯——爱尔兰的郡。——第５３８页。

西西里岛——第５１８页。

西里西亚——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七 画

邦丁—— 法国的城市。——第５８９、６２５

页。

沃金—— 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６７９、６８９、６９５页。

佐林根——第１０３、５９１页。

芝加哥——第６３０—６３２页。

那不勒斯——第４２９、４６８、４６９、５９１、５９７、

５２９地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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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８、６６７、６７５页。

沙勒罗瓦——比利时煤田。——第３６２、

３９８页。

希尔什堡（耶累尼亚 古腊）——西里西亚

的城市。——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第１８０、

２２６、２２８页。

努瓦尔河岸孔德——第６２５页。

贝耳特贝特—— 爱尔兰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３０页。

坎伯兰——英国的郡。——第５４８页。

坎特伯雷——第５７０页。

佛罗伦萨——第６３８页。

佛尔维耶——第７０２页。

杜佩尔（杜贝尔）——什列斯维希—霍尔

施坦的一个居民点。——第５８、７０页。

杜纳闵德（道加夫格里瓦）——第５６５页。

伯克郡——英国的郡。——第６页。

伯尔尼——第４２８、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８、６２６页。

伯利维尔——第５８９页。

苏黎世——第６２６页。

苏格兰—— 第６、７、１２３、１２６、１７５、１８４、

５０３、５３３、５３８、５６０—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５、６２１、

６６２页。

苏格兰低地——第５６１页。

苏台德山脉——第１９５页。

利尼——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第

２１２页。

利菲河——在爱尔兰。—— 第５４４、５５９

页。

利济厄——法国的城市。——第５８９、６２５

页。

利物浦——第５１６、５４８页。

利斯伍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４２９页。

里昂——第２８５、４２３、４２５、４２６、４２７、４６９、

４７７、５８２、５８９、５９２、６２３—６２５、６３０页。

里沃利——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２００页。

里夫 德 纪埃—— 法国的城市。—— 第

４２５页。

里卡马里——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４２４、４２６、４３０页。

里美黎克——第５０９、５１０、５３４、５３５、５６５、

６６５页。

里美黎克——爱尔兰的郡。——第５３４、

５３５、５３７、５５３页。

克黎—— 爱尔兰的郡。——第５３９、５４１

页。

克里木——第５７页。

克莱德河——在苏格兰。——第５６１页。

克郎梅尔——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３４

页。

克隆塔尔弗—— 爱尔兰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６６、５６９、５７０页。

克勒尔—— 爱尔兰的郡。—— 第５２９、

５３５、５３６、５３９、５６０页。

克勒肯威尔——见伦敦。

八 画

松姆——法国的省。——第４２２页。

奈塞（尼斯）河——第１９７页。

肯达耳——英国的城市。——第６２２页。

易北河（拉巴河）——第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８

页。

门塔纳——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３６３页。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直布罗陀——第５３５页。

佩耳——爱尔兰的历史区。——第５０７、

５０８页。

佩斯——匈牙利首都，今在达佩斯左岸部

分。——第４２８页。

明乔河——在意大利。——第１９９—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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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明兴格雷茨（慕尼霍沃 格勒迪施特）——

捷克的城市。——第２０９页。

帕维亚——第５６３页。

帕尔杜比策—— 捷克的城市。—— 第

１９５、１９７页。

金塞耳——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０９

页。

金太尔半岛——第５６１页。

拉德腊姆——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１３

页。

拉施塔特——第１８９页。

拉绍德封——第４９０、６２５、６２６页。

拉芒什海峡——第９、１０、１２６、３６１、４２２、

６８２页。

拉提博尔（拉戚布日）——西里西亚的城

市。——第１９７页。

罗马——第４１９页。

罗马尼亚——第３００、５４７页。

罗陀斯——第２９２、３３３页。

罗斯考门——爱尔兰的郡。——第５３５—

５３７页。

罗讷河口省——在法国。——第６２４页。

阿迪杰河——在意大利。——第２００页。

阿姆斯特丹——第４２９页。

阿德尔——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

第５３４页。

阿德帕特里克—— 爱尔兰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３４页。

阿尔让唐——法国的城市。——第６２５

页。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第５７、５０４、６２５

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１９９、５３２、５５８页。

阿尔库尔 土里——见土里 阿尔库尔。

波河——在意大利。——第１９９、２０２页。

波恩——第４０８页。

波兰——第１４、１０６、１７０—１７５、１７７—１８３、

２２２、２２４—２３０、３５０、４６３、５０５、５３５、５８３

页。

波兹南——第１９５、２２５页。

波特兰——第４５７、６９５页。

波茨坦——第５５页。

波士顿——第６３０页。

波尔多——第６２５页。

波尔顿——第５４８页。

波累泽拉——意大利的城市。——第１９９

页。

波希米亚（捷克）—— 第１８９、１９４—１９７、

１９９、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页。

波罗的海沿岸——第１７９页。

九 画

柏林——第５５、１０３、１９４—１９５、２２４、３８０、

３８１、４０８、４９１页。

耶掌——第５７、１９１、２１１页。

拜尔法斯特——第５１２、５３０、５４６页。

哈佛尔——第６２５页。

哈帕尔斯渡口—— 美国的一个居民

点。——第４９９页。

南特——第５８９、６２５页。

南方群岛——见赫布里底群岛。

查塔姆—— 英国的城市。—— 第４５８、

６７４、６８９页。

查理维耳——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３４

页。

美因兹—— 第１８９、４８６—４８８、４９５、７０２

页。

美因河——第２０７、５６３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第２５、２６、１８９、

１９８、４４６页。

洛桑——第３８２、５９０、６０６、６０８、６１４、６２５—

６２８、６３１、６３５页。

洛包——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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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纳托——第２００页。

威尔士—— 第７、８、１２９、４３０、４５８、５０５、

５１０、５３３、５３９、５５６、５６１、５７２、６２１、６５９、

６６２页。

威尼斯——第１８２页。

威克洛山——在爱尔兰。——第５１３页。

威斯基尔欣（格拉尼策）——捷克的一个

居民点。——第１９７页。

科伦——第８８、４０８、４１０页。

科克——第５１３页。

科克——爱尔兰的郡。——第４５９、５３２、

５３７、５４１页。

科里布湖——在爱尔兰。——第５３８页。

科莫恩（科马诺）——第１００页。

科布伦茨——第１９８页。

科尼斯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

一个居民点。——第２０６页。

科尼斯顿——英国的城市。——第５４８

页。

十 画

柴郡——英国的郡。——第６、５４１、５４８页。

热那亚——第６２８页。

茨威考——第３９０页。

乌克兰——第１８０、１８２页。

纳霍特——捷克的城市。——第２０９页。

桑维耳耶——瑞士的城市。——第６２５

页。

班登——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１３页。

班戈尔——威尔士的一个居民点。——

第５６１页。

康斯托查——第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４、２１０页。

库尔黑森——见黑森—加塞尔。

爱丁堡——第１８４页。

爱尔兰——第７、２２２、２２７、３６１、４３９—４４１、

４５３、４５８—４６０、４７３—４７５、４９９、５００、

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６—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２、５２５、５２６、

５２９—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４、５５５—５６７、５６９、

５７１—５７３、５７５、６２１、６３７—６３９、６５７、

６５９、６６２、６６４—６６８、６７０、６７４、６８１、

６８４—６８８、６９０—６９４、６９６—７０１页。

爱森纳赫——第１９８、４２７、４２９页。

埃及——第２２６—２２８、５１８页。

埃耳伯夫——法国的城市。—— 第４２３

页。

埃耳斯尼茨——第３８７页。

郎河——在爱尔兰。——第５３２页。

郎卡郡—— 英国的郡。—— 第６、１２８、

１６１、５４１、５４８、６２２页。

郎弗德——第６９８、６９９页。

郎弗德—— 爱尔兰的郡。—— 第５３７、

６９８、６９９、７００页。

高加索——第１４、２２７页。

高尔威——爱尔兰的郡。——第５３６页。

高尔威——第５２６、５３１页。

高尔威湾——第５２９、５３２页。

伦敦——第５、７、１６、１７、１９、２３、２５—２８、

４０、８８、９０、９５、９８、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７、

１０９、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７、２１３、２２４、２３０、３５１、

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４、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８、３８０、

３８４、３９３、４００、４０３、４０６、４０９—４１１、４１９、

４２１—４２４、４３２、４４６、４５６、４６４—４６９、

４７８、４８５、４８７、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１、４９３、５４５、

５７９、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６、５９０、６１５、６１７、６１８、

６２１—６２３、６２６、６２７、６３１、６３３、６３５、６３８、

６４４、６７０、６７３、６７５、６７７、６８０、６８１、６８２、

６８７、６９２、６９８、７０２页。

德特弗德郊区——第５８８页。

东头——第６４２页。

克勒肯威尔区——第６８３、６９０页。

西头——第６２１、６２２页。

伦巴第——第２００、５５８页。

伦斯特—— 爱尔兰的历史区。—— 第

５０８、５３９、５６６、５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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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德里——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４６

页。

马赛——第４２７、４７７、６２４、６２５页。

马洛—— 爱尔兰的城市。—— 第５３２、

５３５、６９９、７００页。

马耳倍（米耳敦 马耳倍）——爱尔兰的一

个居民点。——第５６０页。

民萨诸塞—— 美国的州。—— 第６２９、

６３０、６５４页。

马尔希延（马尔希延 奥蓬）——第６０６、

６３４页。

特利尔——第４０８、４０９页。

特洛伊——小亚细亚的古代城市。——

第５５１页。

特鲁包（莫拉维亚 特热博伐）——莫拉维

亚的城市。——第１９７页。

特腊美兰——瑞士的一个居民点。——

第６２６页。

特劳特瑙（特鲁特诺夫）—— 捷克的城

市。——第１９５、２０９页。

格洛高（格沃古夫）—— 西里西亚的城

市。——第１９５页。

格尔利茨——西里西亚的城市。——第

１９７页。

格朗维耳——法国的城市。——第６２５

页。

格拉茨（克洛茨科）—— 西里西亚的城

市。——第２０８、２１０页。

格拉斯哥——第５１６、６９１页。

格拉纳达 基耳——爱尔兰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３７页。

索纳——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２００、２０１页。

索尔费里诺—— 意大利的一个居民

点。——第２００—２０２页。

索美塞特郡——英国的郡。——第６—７

页。

索马康帕尼亚—— 意大利的一个居民

点。——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索恩河岸纽维耳——第６２４、６２５页。

索特维耳 勒 卢昂——法国的城市。——

第４２２、４２３、６４６页。

纽约——第３６５、４０４、６２９—６３２页。

纽约州——美国的州。——第６３２、６５４页。

纽黑文——美国的城市。——第６２９、６３０

页。

纽伦堡——第３６３、３８０、３８１页。

纽沙特尔——第３６４、６２５页。

纽沙特尔——瑞士的州。——第５９０页。

纽敦纳德斯——爱尔兰的城市。——第

６７６页。

十 一 画

得比——第５４０页。

明登——第１９８页。

理森山（克尔科诺舍山）——第１９５、１９６、

２０４、２０８。

都柏林—— 第４５９、５０７、５０８、５１３、５２６、

５３１、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９、５６４、５６６、５６７、５６９、

５７０、６６５、６６８、６７３、６８２、６８４、６９１页。

讷夏托—— 法国的城市。—— 第５８９、

５９２、６２５页。

培斯克拉——意大利的城市。——第２０１

页。

密苏里——美国的州。——第２６页。

密 得 尔 顿—— 爱 尔 兰 的 一 个 居 民

点。——第４６１页。

勒 布瓦——第６２６页。

勒 洛克尔——第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８、６２５页。

康诺特—— 爱尔兰的历史区。—— 第

５０８、５２１、５３９、５５２、５５８页。

康涅狄格——美国的州。——第６２９页。

设菲尔德——第２２０页。

设得兰群岛——第５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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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培雷里——第５３４、５３５、６９９页。

梯培雷里——爱尔兰的郡。——第４５８、

５３４、５３５、５３７、６９９、７００页。

梅格河——在爱尔兰。——第５３４页。

梅沃郡——爱尔兰的郡。——第５３７、５３８

页。

梅克伦堡——第１８４页。

基拉尼——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３２、

５３３页。

基 耳 芬 楠—— 爱 尔 兰 的 一 个 居 民

点。——第５３４页。

基尔肯尼——爱尔兰的城市。——第５１３

页。

基尔希堡——第３８６、３９０页。

曼岛——第１７７页。

曼都亚——第２００页。

曼海姆——第４８８页。

曼斯特—— 爱尔兰的历史区。—— 第

５０８、５２１、５３９、５５４页。

曼彻斯特—— 第４０、８８、１２２、２４６、３４０、

３６６、４８７、４９９、５１６页。

莫希耳——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

第５３０页。

莫斯科——第１８０页。

莫德林（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波

兰的要塞。——第２２７页。

莫拉维亚——第１９５、１９７、４２７页。

莫尔达瓦河（维尔塔发河）——第１９４页。

十 二 画

斐维——瑞士的城市。—— 第５９０、６２５

页。

善农河——在爱尔兰。——第５０８、５３４—

５３６页。

登比郡——威尔士的郡。——第４２９页。

腊思林岛——第５６４页。

温德米尔——英国的城市。——第５４８页。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第４２８页。

费拉得尔菲亚——第４３１、６２８页。

博康尔——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６２６页。

博里纳日—— 比利时的煤田。—— 第

３９６、３９９、４２１页。

提昂涅河——在意大利。——第２００、２０１

页。

提契诺河——在意大利。——第２００页。

提尔西特——第５７页。

菲沃—— 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６２４、６２５页。

菲格斯河——在爱尔兰。——第５３６页。

菲尔米尼——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４２５页。

莱茵河——第２２４、４１０页。

莱达河——第４４９页。

莱比锡——第１９４页。

斯派克岛——第４５９、４６１、４６２、６７２页。

斯泰福郡——英国的郡。——第８页。

斯图加特——第２４、４８７页。

斯堪的那维亚——第１７５、５６８、５７１页。

黑谷——爱尔兰的一个地方。——第５３３

页。

黑海——第２２７页。

黑水河——在爱尔兰。——第５３５页。

黑尔郭兰岛——第５７２页。

黑森——第１９８页。

黑森—加塞尔（库尔黑森）——第３７６页。

十 三 画

塞兰—— 比利时的城市。—— 第３９６、

３９９、４２１、４２９页。

塔腊——古爱尔兰的首都。—— 第５７４

页。

滑铁卢——第２１２页。

福思河——在苏格兰。——第５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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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斯特——第４８８页。

蒙塞耳——第４２５页。

蒙特勒——第５９０、６２５页。

新泽西——美国的州。——第６３２页。

新拉纳克（拉纳克）——第１２２页。

奥希——法国的城市。——第６２５页。

奥尔良——第６２５页。

奥尔斯脱——爱尔兰的历史区。——第

５０８、５１１、５１３、５２２、５３９、６３８页。

奥尔胡斯——丹麦的城市。——第３９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１９５—１９７、

２１０页。

奥克尼群岛——第５６４、５６７—５６９页。

奥 利 维 尔 堡—— 爱 尔 兰 的 一 个 地

方。——第５３４页。

奥埃尔施太特——第１９１页。

十 四 画

寥拉赫——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４１９页。

赫尔（哈尔）——第６２０页。

赫布里底群岛——第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７页。

维恩——法国的城市。——第６２４、６２５页。

维也纳—— 第１０２、１９４—１９６、２１０、２２５、

２２７、３６３、３６４、４２７、４２８页。

维罗那——第２００—２０２页。

维斯拉河——第２２７页。

维茨拉尔——第１８９、１９８页。

维耳夫朗舍——法国的城市。——第６２５页。

十 五 画

蔡茨——第１９７页。

墨西哥湾流——第５４１页。

蓬特拉哥斯库罗——意大利的一个居民

点。——第１９９页。

鲁贝——第３６１页。

鲁高——第３８６页。

德森（提契诺）——瑞士的州。——第４７８

页。

德涅泊河——第１８０页。

德特弗德——见伦敦。

十 六 画

穆蒂埃——瑞士的城市。——第６２６页。

谋耳德——英国的城市。——第４２９、４３０

页。

赖兴 堡（利 贝 雷 茨）—— 捷 克 的 城

市。——第１９５、２０８页。

霍布根——美国的城市。——第６３２页。

霍尔施坦——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诺尔——法国的省。——第３０３页。

诺里奇——美国的城市。——第６２９、６３０

页。诺定昂——第６２２页。

诺恩堡——见纽沙特尔。

诺曼底群岛——第５７２页。

诺曼海（小明奇海峡和北明奇海峡）——

第５６２页。

十 八 画

萨克森——第５４、１８９、３８５页。

萨多瓦——捷克的一个居民点。——第

４５１、４５２、５７２页。

萨福克——英国的郡。——第５３６页。

萨尔茨堡——第１９８、５６３页。

萨 利 昂 策—— 意 大 利 的 一 个 居 民

点。——第２０１页。

萨 腊 托 加 斯 普 临 斯—— 美 国 的 城

市。——第５１１页。

十 九 画

庞 勒韦克——法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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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本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６４年９月到１８７０年７月这一

时期所写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六卷（１９６０

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有些著作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原来所用文字以及有关的中译文。其中“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

言”、“协会临时章程”、“工资、价格和利润”、“‘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等文章，是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的基础上校订的。“卡·马

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以及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九篇书评，

是在１９５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提纲”一书（章汉

夫、许涤新、谷鹰等译校）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工人阶级同波兰

有什么关系？”一文，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的“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一书中的译文。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屈洪、张启荣、杨启潾、齐淑文、胡尧

之、杨冠森。吴惕安、荣敬本、张钟朴、陈国雄、王锡君、周亮动、薛中

平、吴剑平等。参加资料工作的有杨冠森、冯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本卷中“爱尔兰史”一文内“自然条件”一章的译稿，承地质部

蔡文彦等同志校阅过，特在这里志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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